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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序 
 
    〘 小 诵 经 注 (Khuddakapà ñha-aññhakathà )〙 是 佛 音 尊 者

(Bhadanta Buddhagosa)注解〘小诵经(Khuddakapà ñha)〙的注

释书，又名〘阐明胜义(Paramatthajotikà )〙。然而〘阐明胜

义〙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小诵经〙的注释，第二部分则

是〘经集〙的注释，而本书正是第一部分。 
    巴利三藏圣典的内容如下： 
   1.〘律藏(Vinayapiñaka)〙──包含〘经分别(又名比库

分别或大分别)〙、〘比库尼分别〙、〘大品〙、〘小品〙

和〘附随〙五部分。 
   2.〘经藏(Suttapiñaka)〙──包含五部(尼柯耶)，即：

〘 长 部〙、〘中部〙、〘相 应部〙、〘增支部〙和〘小

部〙。〘小部〙共有十五部， 即 ： 〘 小诵经 〙、〘法句

经〙、〘自说经〙、〘如是语〙、〘经集〙、〘天宫事〙、

〘饿鬼事〙、〘长老偈〙、〘长老尼偈〙、〘本生经〙、

〘义释〙、〘无碍解道〙、〘譬喻〙、〘佛种姓〙和〘所行

藏〙；在缅甸传统，则再加上〘弥林达问经〙、〘导论〙和

〘藏释〙，成为十八部。 
3. 〘 阿 毗 达 摩 藏(Abhidhammapiñaka)〙──包 含 七 部

论，即：〘法集论〙、〘分别论〙、〘界论〙、〘人施设

论〙、〘论事〙、〘双论〙和〘发趣论〙。 
    〘小诵经〙是属于三藏中经藏的〘小部〙。〘小诵经〙

是三藏当中最小的一部圣典，由九个部分所构成，即：〘皈

依〙、〘学处〙、〘三十二行相〙、〘问童子文〙、〘吉祥

经〙、〘宝经〙、〘墙外经〙、〘伏藏经〙及〘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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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诵经〙中的〘皈依〙、〘学处〙、〘三十二行

相〙等顺序，并不是佛陀开示经典的顺序，即佛陀并不是先

开示〘皈依〙，再开示〘学处〙等等的，就大家所知道的，

佛陀所开示的第一部经是〘转法轮经〙。〘小诵经〙之所以

先以〘皈依〙再以〘学处〙等这样的顺序，是古代长老们传

统上诵经的顺序。 
在〘小诵经〙中，由〘皈依〙──即皈依佛、法、僧三

宝，使人们进入佛教之门，乃至出家、受具足戒；戒是定、

慧的基础，由〘学处〙使人们建立起戒，即使在〘学处〙中

的内容为十学处，但其中有几戒也是与在家居士的五戒所共

通的，在〘清净道论〙也提到：在家居士的常戒为五戒，假

如可能的话，则可受持十戒；以〘三十二行相〙来清净所依

的色身，并且以三十二身分做为禅修的对象，来修习、净化

心，修习三十二身分不但可以舍离对身体的执着，而且特别

有对治贪爱于自他色身的功效；由〘问童子文〙以各种方式

来显示修习智慧之门，这里的〚童子〛是特指沙马内拉〔沙

弥〕而说的，这〘问童子文〙的十个问答，是佛教的基本知

识；以〘吉祥经〙来显示想要吉祥者所应做的事，其中世尊

教导了三十八种吉祥事；以〘宝经〙来达成守护他人，并防

御由于非人等因缘所生起的诸多灾难；由于吝啬、不布施及

妨碍他人布施等的缘故，有些众生投生在饿鬼界，以〘墙外

经〙来指出人们为先亡指定作布施的方法，并鼓励人们为有

血亲关系的先亡作布施，回向功德给他们；以〘伏藏经〙来

显示造了诸福的成就，对于有些人们会为了某些事缘来藏宝

藏，本经世尊特别指出布施、持戒、修定等更殊胜的〚福

藏〛；以〘慈经〙来显示修慈的方法及有舍断瞋恚能力的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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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业处，并以慈禅为基础来证得圣地，如此这部〘小诵经〙

就很圆满了。 
巴利圣典不仅有完整的三藏，更有其完整的注释书和各

种复注。巴利圣典至今仍然是南传佛教徒所依循的教典，身

为南传比库的我们，自有从事学习与编译巴利圣典为中文的

责任。我们期盼未来能有一批有志研习巴利圣教的年轻佛教

徒，在利用三、五年的时间来精勤禅修之后，能有次第地学

习巴利圣典，将来把它们一一地翻译成中文，以俾益来学！ 
在巴利圣典的中译上，是有很多问题的。犹如玛欣德贤

友所提的：〚由于华人对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研究和修学方兴

未艾，因此在音译巴利语专有名词方面也莫衷一是，有的借

用北传古译，有的采用新译，有的新老并举。有鉴于此，很

有必要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翻译规范。在此新的翻译规范当

中，对巴利语专有名词音译的统一问題将成为其中的一项重

要的内容。〛为了使南传佛教巴利语系的中文翻译有一致的

译词，觅寂已对自己所翻译译文的巴利语专有名词方面，采

用新译词了，如：巴利语的〚bhikkhu〛，古代北传佛教依梵

语大多译为〚比丘〛，本书已经改译为〚比库〛了；而〚阿

罗汉〛也改译为〚阿拉汉〛了等等，希望读者能谅解其中的

苦心。 
个人翻译此书，在考量上，尽量以忠于巴利原意为主，

其中也参考了智髻尊者(Ven. ¥ à õ amoli)的英译本。为了方便

学者进一步查阅相关原典，大都在注脚附上了出处。由于巴

利语与中文在语系上极不相同，并且限于个人的才学疏浅，

在译文上的不足之处盼请读者见谅！或许未来会另写一本

〘小诵经浅译〙，使初学者更易于理解其中的涵义。 



小诵经注 

 IV 

觅寂个人之所以翻译巴利圣典，一方面是为了能抛砖引

玉，希望以此激励更多人来参与这项翻译巴利圣典的佛教使

命；另一方面，想奉献自己所学，以报答三宝之恩。 觅寂

的译文当中，可能有不少缺失之处，期勉来学假如发现当中

有错误之处，只要不把正确的改成错误的，都可一一改正，

无须觅寂的同意，当然能够以此为基础来重新翻译，也是很

好的。觅寂以为，巴利圣典是佛教的无价资产，并非翻译者

或出版者所能独自垄断的，不应把佛法拿来贩卖，所以没有

版权问题，只要不以商业贩卖，任何人都可免费翻印流通

的。 
    完成本书的翻译，感谢各方助缘，愿他们的善业，成为

体证涅槃的助缘！ 
 

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愿世尊正法久住世间！ 
 

Bhikkhu Santagavesaka 觅寂比库 
序于台湾‧彰化员林 寂静精舍 

                         二○○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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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 括弧( )内的字是译者为了补足语气，以及帮助读者了

解，依文意加入的。 
2. 括弧〔〕内的字可以取代前面的字或文句。 
3. 括弧【1】内的数字是巴利圣典协会(Pãli Text Society)版巴

利原文的页码。 
4. 括 弧 (pg. 001) 内 的 数 字 是 缅 甸 第 六 次 结 集 (Chaññha 

Saï gà yana)版巴利原文的页码。 
5. 为了方便学者进一步查阅巴利原文，我们尽可能在注脚附

上出处。 
6. 在我们所引的巴利圣典当中，凡是巴利圣典协会有出版

的，我们所引用的冊数和页码，即是巴利圣典协会版的；

否则，即采用缅甸第六次结集版的冊数和页码，请见略语

表的〚※〛辬号。 
7. 若读者想从我们所引的冊数和页码查阅元亨寺所出版之

〘汉译南传大藏经〙的话，〘汉译南传大藏经〙行首的阿

拉伯数字，即是巴利圣典协会版巴利原文的页码。只是巴  
利圣典协会版的〘律藏(Vinaya Piñaka§ )〙之冊数顺序──  
I、II、III、IV、V，在〘汉译南传大藏经〙是 03、04、

01  、02、05。 
8. 我们所采用出处的略语，其表示为：〚 A. 〛表示〘增支

部〙，  其余的请见略语表；罗马字母〚i,ii,iii〛等表示冊

数；〚 p.1,2,3 〛 等表示页数；〚 v.1,2,3〛等表示偈颂的

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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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语表 
 

A.＝Aï guttara Nikà ya                  〘增支部〙 
AA.＝Aï guttara Nikà ya Aññhakathà ＝Manorathapå raõ ã  

〘增支部注〙＝〘 满足希求〙 
Abhs.＝Abhidhammatthasaï gaha       〘摄阿毗达摩论〙 
Bu.＝Buddhava§ sa                    〘佛种姓〙 
Cnid.＝Culla-Niddesa 〘小义释〙 
Cyp.＝Cariyà piñaka                    〘所行藏〙 
D.＝Dãgha Nikà ya  〘长部〙 
DA.＝Dãgha Nikà ya Aññhakathà ＝Sumaï galavilà sinã 
             〘长部注〙＝〘善吉祥美〙 
Dhp.＝Dhammapada 〘法句经〙 
DhpA.＝Dhammapada Aññhakathà         〘法句经注〙 
Dhs.＝Dhammasaï gaõ ã 〘法集论〙 
DhsA.＝Dhammasaï gaõ ã Aññhakathà ＝Atthasà linã 
             〘法集论注〙＝〘殊胜义〙 
Itv.＝Itivuttaka 〘如是语〙 
J.＝Jà taka 〘本生经〙 
JA.＝Jà taka Aññhakathà  〘本生经注〙 
Kkvt.＝Kaï khà vitaraõ ã                 〘疑惑度脱〙 
Khp.＝Khuddakapà ñha  〘小诵经〙 
KhpA.＝Khuddakapà ñha Aññhakathà  ＝Paramatthadãpanã     

〘小诵经注〙＝〘阐明胜义〙 
Kv.＝Kathà vatthu    〘论事〙 
M.＝Majjhima Nikà ya  〘中部〙 
MA.＝Majjhima Nikà ya Aññhakathà ＝Papa¤ caså danã 

〘中部注〙＝〘破除迷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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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Milindapa¤ ha 〘弥林达王问(经)〙 
Mnid.p.1.＝Mahà  Niddesa  〘大义释〙 
Ps.＝Pañisambhidà magga                〘无碍解道〙 
Ptn1.＝Paññhà na, Tika Paññhà na           〘三法发趣论〙  
Ptn2.＝Paññhà na, Duka Paññhà na          〘二法发趣论〙 
Pev.＝Petavatthu                   〘饿鬼事〙 
Pug.＝Puggalapa¤ ¤ atti 〘人施设论〙 
S.＝Sa§ yutta Nikà ya 〘相应部〙 
SA.＝Sa§ yutta Nikà ya Aññhakathà ＝Sà ratthappakà sinã 

〘相应部注〙＝〘显揚心义〙 
SN.＝Sutta Nipà ta                     〘经集〙 
SNA.＝Sutta Nipà ta Aññhakathà ＝ Paramatthadãpanã  

〘经集注〙＝〘阐明胜义〙 
Thag.＝Theragà thà                      〘长老偈〙 
Ud.＝Udà na                          〘自说经〙 
Vbh.＝Vibhaï ga                      〘分别论〙 
VbhA.＝Vibhaï ga Aññhakathà ＝Sammohavinodanã   

〘分别论注〙＝〘除遣痴迷〙 
Vin.＝Vinaya Piñaka  〘律藏〙 
VinA.＝Vinaya Piñaka Aññhakathà  ＝Samantapà sà dikà   

〘律藏注〙＝〘普端严〙 
Vism.＝Visuddhimagga                  〘清净道论〙 
Vismò .＝Visuddhimagga Mahà ñãkà ＝Paramatthama¤ jå sà     

  〘清净道论大解疏〙＝〘胜义宝箱〙※ 
Vv.＝Vimà navatthu               〘天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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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 sambuddhassa. 
礼敬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 

 
〘小诵经注──阐明胜义 I〙 

Khuddakapà ñha-aññhakathà  

Paramatthajotikà     
I 

三皈依注  
Saraõ attayavaõ õ anà  

 
  (Buddha§  saraõ a§  gacchà mi; 

Dhamma§  saraõ a§  gacchà mi. 
Saï gha§  saraõ a§  gacchà mi. 
Dutiyampi buddha§  saraõ a§  gacchà mi; 
Dutiyampi dhamma§  saraõ a§  gacchà mi. 
Dutiyampi saï gha§  saraõ a§  gacchà mi. 
Tatiyampi buddha§  saraõ a§  gacchà mi; 
Tatiyampi dhamma§  saraõ a§  gacchà mi. 
Tatiyampi saï gha§  saraõ a§  gacchà mi. 
我皈依佛。 
我皈依法。 
我皈依僧。 
第二次我皈依佛。 
第二次我皈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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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我皈依僧。 
第三次我皈依佛。 
第三次我皈依法。 
第三次我皈依僧。1) 

 
(本书序论) 

【 11 】 (pg. 001) 〚 我 皈 依 佛 ， 我 皈 依 法 ， 我 皈 依 僧

(Buddha§  saraõ a§  gacchà mi, Dhamma§  saraõ a§  
gacchà mi, Saï gha§  saraõ a§  gacchà mi.)〛，这皈依的开示

乃是诸小(圣典)2的开端。现在为了显示、分别、开显这(诸)

小(圣典)的注释──〘阐明胜义〙的目的而作此说： 
〚礼敬了最上应礼敬的三宝， 
我将解释这〜诸小(圣典)〝的涵义。 
〜诸小(圣典)〝(非常的)深奥，有些是极难解释

的， 
尤其像我这般在此教(法)中尚未觉悟者。 
然而直到今天，尚未破坏先前诸导师3的抉择，  
而且大师的九分教(法)4同样地还保留着。 

                                                 
1
 Khp.p.1. 

2  由于〘阐明胜义〙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小诵经〙的注释，第二部分是

〘经集〙的注释，由以下的阐述所知，这里的〚诸小圣典(Khuddakà na§ )〛

是指含有九个部分的〘小诵经〙和〘经集〙这两部经。 
3
   〚导师(à cariya 阿阇梨)〛─即老师、导师、教师之意；在此是指佛教的宗教

师而言。 
4  〚大师的九分教法(Navaï ga§  satthu sà sana§ )〛－即是将世尊的三藏教法，

除了以三藏来分类外的另一种分类法，也就是把世尊的一代教法分成九类，

即 ： 契 经 (sutta§ ) 、 应 颂 (geyya§ ) 、 记 说 (veyyà karaõ a§ - 解 说 ) 、 偈 颂

(gà thà )、自说(udà na§ )、如是语(itivuttaka§ )、本生(jà taka§ )、未曾有法

(abbhutadhamma§ )、智解(vedalla§ -问答；论议)。〘律藏〙的注释书──

〘普端严〙解释如下：〚什么是以分(aï ga-支分)(来分类世尊的一代教法)为

九种呢？即是将一切(教法)分成：契经、应颂、记说〔解说〕、偈颂、自

说、如是语、本生、未曾有法、智解〔问答；论议〕这九类。此中，(〘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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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想(立足于大师的九分)教法， 
以及依于古代(诸导师)的抉择而解说此义。 
由于对正法的诸多尊敬，而不是想要自我称赞， 
也不是为了轻毁他人，因此请专心地倾听！〛 

 
(确定《诸小﹙圣典﹚》﹙的范围﹚) 

此中(pg. 002)，对所说的〚我将解释某些〜诸小(圣

典)〝的涵义〛，我将先确定了〚诸小(圣典)〛(的范围)

后，再解说其涵义。 
〚诸小(圣典)〛是〘小部〙的一部分，而〘小部〙是五

部〔尼柯耶(nikà ya)〕的一部分。五部〔尼柯耶〕是指： 
〚长、中与相应，增支、及小部， 
这五部从法、从义都深奥。〛【12】 

此中，〘梵网经〙等三十四经为〘长部(Dãghanikà ya )〙；

〘 根 本 法 门 经 〙 等 一 百 五 十 二 经 为 〘 中 部

(Majjhimanikà ya)〙；〘渡越瀑流经〙等七千七百六十二经

为〘相应部(Sa§ yuttanikà ya)〙；〘心辫取经〙等九千五百五

十七经为〘增支部(Aï guttaranikà ya)〙；〘小诵(经)〙、
                                                                                                           

藏〙的)〘两部分别〙，〘义释〙，(〘律藏〙的)〘犍度〙、〘附随〙，〘经

集〙的〘吉祥经〙、〘宝经〙、〘那拉咖经(Nà lakasutta)〙、〘秃瓦塔咖经

(Tuvaññakasutta)〙，以及其它(附)有经名的如来语，当知为〚契经〛。一切

(附)有偈颂的经，当知为〚应颂〛，特别是〘相应(部)〙的整个〖有偈

品〗。整部〘阿毗达摩藏〙、无偈的经，以及其它未在八分(教法)所摄的佛

语，当知为〚记说〔解说〕〛。〘法句〙、〘长老偈〙、〘长老尼偈〙，以

及〘经集〙中无经名的纯偈颂，当知为〚偈颂〛。喜智偈颂相应的八十二

经，当知为〚自说〛。以〚此是世尊所说〛为首的方式而转起的超过一百一

十二经，当知为〚如是语〛。〘无戏论本生经〙等五百又五十个本生(故

事)，当知为〚本生〛。以〚诸比库，这是阿难达的四种不可思议、未曾有

法〛为首而转起的一切不可思议、未曾有法相应的诸经，当知为〚未曾有

法〛。〘小智解经〙、〘大智解经〙、〘正见经〙、〘帝释所问经〙、〘行

分别经〙、〘大满月经〙等，一切问了各个能得智与满足的诸经，当知为

〚智解〔问答〕〛。(VinA.i,pp.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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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句(经)〙、〘自说(经)〙、〘如是语(经)〙、〘经

集〙、〘天宫事〙、〘饿鬼事〙、〘长老偈〙、〘长老尼

偈〙、〘本生(经)〙、〘义释〙、〘无碍解(道)〙、〘譬喻

(经)〙、〘佛种姓(经)〙、〘所行藏〙，(及)除了〘律藏

(Vinayapiñaka) 〔 维 那 亚 藏 〕 〙 、 〘 阿 毗 达 摩 藏

(Abhidhammapiñaka)〙、四部〔尼柯耶〕外，其余的佛语为

〘小部(Khuddakanikà ya)〙5。 
为什么这称为〚〘小部〙〛呢？由于诸多小法蕴的群聚

与住处，所以群聚与住处称为〚部〔尼柯耶〕〛。如说：

〚诸比库〔bhikkhu〕，我不见有其它一部类如此多元性，诸

比库，就像这畜生趣的生物一样。6〛的例子是从(佛)教而来

的；而〚波尼咖(poõ iki)尼柯耶、七咖利咖(cikkhallika)尼柯

耶〛如此等(的例子)则是从(教外的)世间而说的。(本书)即

是为了显示、分别、开显这系属于经藏，〘小部〙一部份的

〚诸小(圣典)〛之涵义的目的。 
该〚诸小(圣典)〛是由〘皈依〙、〘学处〙、〘三十二

行相〙、〘问童子文〙、〘吉祥经〙、〘宝经〙、〘墙外

经 〙 、 〘 伏 藏 经 〙 、 〘 慈 经 〙 所 构 成 九 部 分 的 〘 小 诵

(Khuddakapà ñha)〙为初，(而这样的次序，乃是)诸导师辗转

传诵的方式［语道］，而不是佛陀所开示的(次序)。 
在世尊所开示的： 

                                                 
5 三藏的内容为： 
    1.〘律藏〙──包含〘经分别(又名比库分别或大分别)〙、〘比库尼分

别〙、〘大品〙、〘小品〙和〘附随〙五部分。 
    2.〘经藏〙──包含五部(尼柯耶)，即：〘长部〙、〘中部〙、〘相应

部〙、〘增支部〙和〘小部〙。〘小部〙有十五部分，即：〘小诵经〙、

〘法句经〙、〘自说经〙、〘如是语〙、〘经集〙、〘天宫事〙、〘饿鬼

事〙、〘长老偈〙、〘长老尼偈〙、〘本生经〙、〘义释〙、〘无碍解

道〙、〘譬喻〙、〘佛种姓〙和〘所行藏〙。 
    3.〘阿毗达摩藏〙──包含七部论，即：〘法集论〙、〘分别论〙、〘界

论〙、〘人施设论〙、〘论事〙、〘双论〙和〘发趣论〙。 
6 S.iii,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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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多生轮回，流转中寻找， 
未见造屋者，再再受生苦。【13】 
见你了(pg. 003)造屋者，你将不再造屋， 
你一切栋梁坏，屋顶已经摧毁； 
我心已达无为，已证灭尽诸爱。7〛 

这两首偈颂是所有〔一切〕佛语当中(世尊)最先(说出)的；

然而这(两首偈颂)只是(世尊)由心诵出，而非由语词说出。

但在： 
〚热诚静虑婆罗门8，当诸法显现之时， 
灭其一切诸疑惑，他知那有因之法。9〛 

这首偈颂则是(世尊)最初用语词诵出的(佛语)。因此，我将

开始解释这始于〚诸小(圣典)〛的这(〘小诵经〙)之九个部

分。 
 

(净化因缘) 
以此为初：〚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这是

解释该义方法的本母： 
〚由谁、何处、何时、为什么说三皈依？ 
不是(世尊)最先说的(三皈依)，为什么在此最先说

呢？ 
在此如此净化了因缘后，从此之后： 
解说佛陀、皈依以及(皈依)者。 
我们阐明破、未破、果，以及所 应行(皈依的对

象)； 
〜皈依法〝等二种，也是依此所知的方法。 
与 说 明 确 定 次 第 的 原 因 ， 并 以 譬 喻 来 阐 明 三 皈

                                                 
7 Dhp.pp.43~4,v.153~154. 
8
  〚婆罗门〛，在此是指〚已除诸恶的漏尽者〛，也就是阿拉汉，在此是特指

佛陀刚成佛后的自称之词。(VinA.v,p.954.) 
9 Vin.i,p.2; Ud.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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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此中，在第一首偈颂有：〚这三皈依由谁所说？何处

说？何时说？为什么说？【14】如来所未最先说的(三皈

依)，为什么在此最先说呢？〛五个问题，这些(pg. 004)问题

的回答为： 
〚由谁所说？〛：由世尊所说，而不是由弟子、仙人(isi)

或诸天(所说)。 
〚何处(说的)？〛：在巴拉纳西(Bà rà õ asã)仙人降(处)

的鹿(野)苑(开示的)。 
〚何时(说的)？〛：当亚沙(Yasa-呀萨)尊者和(他的)朋

友(证)得了阿拉汉，(当时世间共)有六十一位阿拉汉，为了

世间众人的利益而说法时，(在那时候开示的)。10 
〚为什么(说的)？〛：为了(使令)出家和受具足戒。如

说：〚再者，诸比库，应当如此使令出家、使令受具足戒：

首先，令剃除须发，披着袈裟衣，令上衣偏袒一肩，礼诸比

库足，提着脚跟而坐〔蹲踞〕，合掌后，应(对受戒者如此)

说：〜你如此说：``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11〛 

〚为什么在此最先说呢？〛：当知：当这大师的九分教

(法)以三藏而摄益后，(再)取先前诸导师(à cariya)的传诵方

式［语道(và canà magga)］。由于这种(传诵)方式［道］，使

得天(与)人成为在家居士［伍巴萨咖(upà saka)］或出家而进

入(佛)教，所以使进入教(法)的(此传诵)方式［道］──

〘小诵〙，在此最先说出。 
已作因缘的净化了。 

 
(解释三皈依) 

                                                 
10 详见 Vin.i,p.20. 
11 Vin.i,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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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佛陀) 
现在，对所说的：〚解说佛陀、皈依以及(皈依)者〛

(的解说如下：〚皈依的对象﹙saraõ a§ ﹚〛)－此中，〚佛陀

(Buddha)〛乃能体证、辫修一切法无障碍智相、无上解脱

(五)蕴相续所施设的执取之差别有情，或者能成为一切知智

足处［近因］、现观(圣)谛所施设的执取(之差别有情)12。

如说：〚〜佛陀〝──(pg. 005)世尊自成、无师，对先前未

曾听闻法，自己已觉悟(圣)谛，并于此获得一切知性，及于

诸力自在。13〛到此乃是从义上解说佛陀。 
若从文字，当知〚〜已觉悟者〝为佛陀；〜令觉悟者〝

为佛陀〛如此等方式。然而这所说的〚佛陀〛，佛陀是什么

涵义呢？〚〜已觉悟诸(圣)谛者〝为佛陀；〜令人们觉悟

者〝为佛陀；以一切知性者为佛陀；以已见一切者为佛陀；

以无其他引导者为佛陀；以萌【15】发者为佛陀；以漏尽而

称为佛陀；以无随烦恼而称为佛陀；〜一向离贪者〝为佛

陀；〜一向离瞋者〝为佛陀；〜一向离痴者〝为佛陀；〜一

向无烦恼者〝为佛陀；〜已达一趣向道者〝为佛陀；〜已

(独)一自觉无上正自觉者14〝为佛陀；〜已破除未觉而获得
                                                 
12  这段话用比较容易了解的意思如下：在究竟的义理上，人或有情只不过是

色、受、想、行、识五蕴的相续而已，只是通俗上，我们施设成概念的人或

有情。而佛陀这个概念上的人，他是能够透过修行来体证、来证悟对所有一

切诸法没有任何障碍、无人能比的解脱的智慧。或者佛陀这个概念上的人，

他是能够证悟、了解四圣谛，以及佛陀这个概念上的人，他是体证一切知智

(能了知一切法的智慧，这是佛陀所独有的)的根本〔直接〕原因。 
13 Mnid.p.143; Ps.i,p.174. 
14

  〚 已 ( 独 ) 一 自 觉 悟 无 上 正 自 觉 者 (eko anuttara§  sammà sambodhi§  
abhisambuddho)〛－我们在礼敬词及这里把传统上译为〚正等正觉者〛翻译

成〚正自觉者〛，乃是依照〘清净道论〙所下的定义：〚`Sammà  sà ma¤  ca 
sabbadhammà na§  pana Buddhattà  Sammà sambuddho.'正确地以及由自己已觉

悟一切诸法者为正自觉者。〛(Vism.p.201.) 
       在〘清净道论大解疏〙解释如下：〚`Sammà 'ti aviparãta§ . Sà man'ti 

sayameva. Sambuddho'ti hi ettha sa§ -saddo ``san''ti etassa atthassa bodhako 
daññhabbo. Sabbadhammà nan'ti anavasesà na§  ¤ eyyadhammà na§ '〜正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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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悟者〝为佛陀；所谓〜佛陀〝之名，非由母亲，非由父亲

所取，(非由兄弟所取，非由姊妹所取，非由朋友、同伴所

取，非由亲戚、血亲所取，非由沙门、婆罗门所取，非由诸

天所取)，乃是究竟解脱的诸佛、诸世尊在菩提树下，当他

们获得、证知一切知智的同时所施设的为〜佛陀〝。15〛 
而且，在此就如世间在得达［世袭；了知］时称为〚得

达［世袭；了知者］者〛；同样地，〚已觉悟诸(圣)谛者〛

为佛陀。就如(世间)使叶干枯的风称为〚叶枯者〛；同样

地，〚令人们觉悟者〛为佛陀。〚以一切知性者为佛陀〛─

─是 指 以有 觉 悟一切法的能力而 觉 悟 者，所以 称 为〚 佛

陀〛。〚以已见一切者为佛陀〛──是指以有使觉悟一切法

的能力而觉悟，所以称为〚佛陀〛。〚以无其他引导者为佛

陀〛──是指非由他人令觉悟，而只是由自己觉悟的，所以

称为〚佛陀〛。〚以萌发者为佛陀〛是指种种功德萌发，犹

如莲花之开花一般，所以称为〚佛陀〛。〚以漏尽而称为佛

陀〛──犹如觉醒的男子，由于(pg. 006)舍断了疲惫的心而

息灭了睡眠一般；同样地，以如此等其已灭尽一切烦恼睡眠

而觉醒者，因此称为〚佛陀〛。〚已达一趣向道者为佛陀〛

──这种说法乃是为了显示其所往趣的方法，即是为了觉悟

的目的，犹如已到达道路(终点)的男子称为到达者；同样

地，已达一趣向道者也称为〚佛陀〛。〚已(独)一自觉无上

正自觉者为佛陀〛──什么是非由他人使令觉悟故为佛陀

呢？只是由自己已自觉悟无上正自觉，所以称为〚佛陀〛。

【16】〚已破除未觉而获得觉悟者为佛陀〛──由语词的方

式为〚菩提(buddhi)、菩当(buddha§ )、钵多(bodho)〛，而

这就像从青、红特质相应的称为青布、红布一般；同样地，
                                                                                                           

即是无颠倒的。〜自己〝－即只是自己。〜正自觉者〝－此中的〜三(sam)〝

字，即〜自己的(sa§ )〝，当理解为关于此觉悟者之义。〜一切诸法〝－即无

余的所引导诸法。〛(Vismò .i,p.227.) 
15 Ps.i,p.174; Mnid.p.45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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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令知而说：〚与觉悟之德相应者为佛陀〛。从此之后

(的句子)：〚〜佛陀〝之名非由……〛如此等乃就为了令觉

悟的目的，而此(施设)是随行于该义的施设而说的。当知一

切文句与佛陀相关的字，乃是以同样的方式而能成就其义。

这是从文字来解说佛陀。 
 

(解说皈依与皈依者的) 
现在，在皈依等，(皈依处﹙saraõ a§ ﹚)－就如〚它杀〛

为皈依(处)，即〚已皈依者由其皈依而杀害、破坏、除去、

消灭(其)怖畏、战栗、痛苦、恶趣、烦恼〛之义。 
或者，由他转起利益与遮止不利而杀害诸有情的怖畏为

〚佛陀〛；由令渡过(三)有(bhava)的沙漠以及给与安稳为

〚法〛；以少有所作(如给与布施、供养、恭敬的机会)而得

大果的原因为〚僧〛。所以由此方法三宝为〚皈依(处)〛。 
(皈依﹙saraõ agamana﹚)－由该净信、该尊重那(三宝)

而灭除烦恼，转起那依怙的行相，或不由他人之缘所生起的

心为〚皈依〛。 
(皈依者(gamaka))－具备(生起)该(心)的有情(为〚皈

依者〛16)，而他行该皈依，即以上述方式心生起：〚这(三

宝)是我的皈依，这是(我的)依怙〛，如此导入的涵义。 
以 及 有 些 ( 皈 依 者 ) 在 入 ( 皈 依 ) 之 时 ， 如 塔 帕 士

(Tapassu)、跋利咖(Bhallika)等一样地受持：〚尊者，我们

皈依世尊及法，愿世尊忆持我们(pg. 007)为在家居士［伍巴

萨咖］。17〛或者像马哈咖沙巴(Mahà kassapa-大迦叶)等以入

为弟子的情况一样(说)：〚尊者，世尊是我的导师(satthà )，
                                                 
16  〚皈依处〛是指皈依的对象，也就是佛、法、僧三宝；〚皈依〛是指皈依者

所能皈依的心；〚皈依者〛即皈依的人。 
17 Vin.i,p.4.  ※塔帕士(Tapassu)和跋利咖(Bhallika)是佛陀初成佛时，最早皈依

的在家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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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世尊的)弟子。18〛或者像梵寿(Brahmà yu)等的倾向一

样：〚在如此说时，梵寿婆罗门从座而起，上衣偏袒一肩，

向世尊合掌，以自说说出三辫：〜礼敬世尊、阿拉汉、正自

觉者；礼敬……略……【17】觉者。〝19〛 
或者如致力于业处的(禅修者)一样，把自己奉献(给三

宝)；或者如圣人一般，已断了皈依的杂染。如此以各种方

式从(所缘)境和作用而入(皈依)。 
这是皈依与(皈依)者的解说。 

 
(阐明破、未破及果) 

现在，接着对所说的〚我们阐明破、未破、果，以及所

应行(皈依的对象)〛，(以下)这是对破等的阐明： 
(破)－已如此皈依的人有两种破(其皈依)：有罪的与无

罪的。死亡是无罪的(破其皈依)；有罪的(破其皈依)为采用

所说的(皈依)方式对待(佛陀以外)其他的导师；以及采用所

说的(皈依)方式(其程序)颠倒了，而这两种(破其皈依)只会

发生在诸凡夫上。 
(杂染)－由于对佛陀诸德生起无智、怀疑、邪智，以及

生起不恭敬等而使他们的皈依成为杂染。然而诸圣人的皈依

只有不破和没有杂染的皈依，如说：〚这是不可能、不会发

生的，凡见成就的人可能指出其他人为导师。20〛对于诸凡

夫，只要他们的皈依还没有达到破，他们的皈依就未破。 
(果)－有罪地破了他们的皈依，以及(其皈依)是有杂染

的，则有不可爱的果；无罪(地破了他们的皈依，因为)没有

异熟〔果报〕，所以没有果。而未破(皈依)的结果，只会给

与可意的果，如说： 
〚凡已(pg. 008)皈依佛陀者，将不会投生苦界； 

                                                 
18 S.ii,p.220. 
19 M.ii,p.140. 
20 M.iii,p.65; A.i,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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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舍弃人身之后，他们将圆成天身。21〛 
在这当中，〚已皈依的(圣者)，由于已断了皈依的杂染，所

以他们将不会往趣苦界；而其他的皈依者，则(可能)往趣

(苦界)。〛当知这是此偈颂的意趣。 
到此乃是破、未破，和果的阐明。 

 
(解说所应行皈依的对象) 

在所应行(gamanãya)(皈依的对象)，(反对者)责难说：

〚我皈依佛(Buddha§  saraõ a§  gacchà mi)〛，在此凡皈依佛

者，假如他前往佛或皈依，则在一语句(敘述)两处是没有意

义的。为什么？假如以去［往趣(gamana)］的动词有两个受

词，犹如假如用〚他带羊(去)村〛等一般，诸文法家是不想

要有两个被动受词的，只有〚他去【18】东方，他去西方〛

等才有意义。 
(答)：并非(如此)。同一使役动词的状态并不是佛(和)

皈依(两字)的意趣。假如在同一使役动词的状态有他们(佛

和皈依两字)的意趣，则丧失［击破］其心者，也会有在前

往佛陀之时，而成已皈依。因此，当已行皈依者，他只是向

那殊胜的〚佛陀〛。 
(问)：虽然如此，然而〚此皈依安稳，此皈依最上〛22

之语，难道不是同一使役动词性吗？ 
(答)：并非(如此)，这里只是该状态而已。在此，同一

使役动词状态的意趣，只在偈颂的(一)行：〚皈依了这佛等

三宝，称为破除怖畏，其皈依的情况是无例外地安稳皈依与

最上皈依。〛然而，若有在余处与往趣相结合，则其皈依不

足以成就，所以并非此意趣。(因此你的责难)并未得逞。 
(问)：在〚得由此(pg. 009)皈依，解脱一切苦23〛，这里

                                                 
21 D.ii,p.255. 
22 Dhp.p.54,v.192. 
23 Dhp.p.54,v.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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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与往趣相结合而皈依成就，(难道不是)同一使役动词

性吗？ 
(答)：并非(如此)，也还是在之前所说过失的范围。即

使在这当中有同一使役动词的状态，即使已击破心者，在来

皈依了佛、法、僧，他将解脱一切苦。如此只是在先前所说

过失的范围，我们的义理并没有过失，所以这个(责难)并未

得逞。 
就如：〚阿难达，凡来到(像)我(这样)善友者，(遭受)

生法的有情他们(将)从生解脱。24〛这里是指藉由(像)世尊

(这样)善友的威力而解脱时，所以说：〚来到……善友……

解脱。〛这里也是如此，当藉由皈依佛、法、僧的威力而解

脱时，而说：〚得由此皈依，解脱一切苦。〛当知如此是这

里的意趣。 
即使如此，一切方式的所应行性，既不是与佛陀结合，

也不是与皈依结合，也不是与(佛陀与皈依)两者(结合)。以

及希望：〚我去(皈依)〛为所说的皈依者其所应行(皈依的

对象)，从那所应说与此处相〚结合〛，因此而说，此处只

是以佛陀为应行(皈依)的对象。为了显示去皈依的行相之

义，皈依之词为：〚我〜皈依佛〝，这是(我的)依怙，破除

痛苦和给与【19】利益者。〛以此意趣：〚我前往、奉侍、

亲近、尊敬此三宝。或者我如此了知，我(如此)觉知。〛由

于 举 凡 字 根 有 〚 去 (gati) 〛 的 涵 义 ， 它 们 也 有 〚 觉

(buddhi) 〛的涵义。 
(问)：(在此并)没有附加〚如是(iti)〛的字，那是适当

的吗？ 
(答)并非如此，在那里是有的。 
(问)：假如那里有〚如是(iti)〛之义，如在：〚他如实

                                                 
24 S.i,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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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知〜色无常、色无常〝25〛如此等有〚如此(iti)〛的字一

样，应有〚如此(iti)〛的字相结合，然而并没有结合〚如此

(iti)〛的字，因此并不合逻辑？ 
(答)并非如此。为什么呢？是含有该义的。如在：〚凡

已皈依佛、法及僧者〛如此等，这里也(当)有〚如此(iti)〛

之字义存在，但现在并没有〚如此(iti)〛之字在一切处结

合。就如对〚如此(iti)〛之字相结合，应以(〚如此 iti〛之字)

未结合之义而令知，以及在其它如此种类(也是如此)，因此

那是没有过失的。 
在〚诸比库，我允许以三皈依出家〛26等只是皈依为所

应行(的对象)。 
(问)：如前所说的：〚皈依之语乃是为了显示往趣的行

相〛，这也没有与〚如此(iti)〛的字相结合？ 
(答)并(pg. 010)非如此，是有相结合的。为什么呢？只

在该义存在，此中实有该义存在。就如前面(所说)的一样，

当知即使未结合，也是有结合的。 
其他方式则为之前所说过失的范围，因此只当取随所教

导的。这是所应行(皈依对象)的解说。 
 

(解说皈依法及僧) 
现在，对所说的：〚〜皈依法〝等二种，也是依此所知

的方法。〛在那里所说的：〚我皈依佛〛，以及在那里所解

释的方式，当知在〚我皈依法，我皈依僧〛这两句也是(同

样的方式)。 
在这当中，法(与)僧只有义和字的解说与(佛)不同，其

余的则与所说的相同。因此，这里我们只就不同的部分做解

说。 
                                                 
25 S.iii,p.57. 
26 Vin.i,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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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Dhamma﹚)－有一(种说法)：〚法为道、果(与)

涅槃。〛 
我们容许：〚已修的道及已证知的涅槃，由保持不堕苦

界，给与最上安稳，以及离贪的道，只在此涵义为法。〛 
这里，我们取〘最上净信经(Aggapasà da Sutta)〙为例来

说：〚诸比库，只要诸法是有为的，八圣道分可说是它们当

中最上的，27〛【20】如此等。 
(僧﹙Saï gha﹚)－具备四种圣道、四沙门果28、住定的

蕴相续之人的团体为僧，(他们)是由见(和)戒所组成的群

体。而且世尊也这么说：〚阿难达，你认为如何？凡我所证

知而说的法，这即是：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

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阿难达，即使才两位比库，你见

到对这些法有不同的主张吗？29〛 
这实是指胜义僧是所应行〚皈依的(对象)〛，而且在诸

经里也说：〚应受供养、应受招待、应受布施、应受合掌，
                                                 
27 A.ii,p34. 
28 〚四种圣道、四沙门果〛－即所谓的四双八辈；换句话说就是达到四道与四

果的四类圣者，即：索答般那道、索答般那果；萨咖达嘎弥道、萨咖达嘎弥

果；阿那嘎弥道、阿那嘎弥果；阿拉汉道和阿拉汉果。 
 1. 索答般那〔(sotà panna)预流；入流者；已入圣法流者〕－在索答般那道完

全断除了身见、戒禁取见和疑三结；另有一种说法，索答般那道也断了嫉妒

和悭这二种结。索答般那圣者干竭了无始生死轮回的苦海，关闭了一切投生

恶趣之门，他们将不受第八有(生命体)。 
 2. 萨咖达嘎弥〔(sakadà gà mã)一来者〕－在萨咖达嘎弥道使贪、瞋、痴薄

弱；另有一种说法为断了粗的欲贪与粗的瞋恚二结。萨咖达嘎弥圣者最多再

来此世间一次后即尽生死轮回(般涅槃)。 
 3.阿那嘎弥〔(anà gà mã)不来、不还者〕－在阿那嘎弥道完全断了欲贪与瞋

恨。阿那嘎弥圣者由于已经断了欲贪，所以他们将不会再投生到我们所处的

欲界，而只在色界或无色界般涅槃。 
   4.阿拉汉(arahant)－在阿拉汉道断了我慢、色贪、无色贪、掉举和无明五结。

阿拉汉圣者是完全没有烦恼漏者，所应做的都已成办，是最后的一生，不再

受生死轮回，是人、天世间的最上应施者。 
29 M.ii,p.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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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间的无上福田。30〛(pg. 011) 
这位已皈依者对其他(个别的)比库僧、比库尼僧、以佛

陀为首的比库僧，或者以分为四群(四人僧、五人僧、十人

僧)等(的僧团)，乃至一人在世尊(的教)说中而出家的通俗

僧行礼敬等，其皈依既没有破，也没有杂染31。此是这里的

不同。 
这(僧)和第二(法)皈依的破、未破等其余规定的解说，

当知只是如前所说的方式。到此乃是对〚〜皈依法〝等二

(种)也是此所知的方法〛的解释。 
 

(说明确定次第的原因) 
现在，对〚与说明确定次第的原因〛。这里由：〚一切

有情之上首〛，所以佛陀为三皈依一词之初；由(佛陀)他为

根源，由他所教导，所以其次为法；那法的保持与奉行者，

所以最后为僧。或者以促成一切有情利益者，所以佛为初；

由他为起源而带给一切有情利益性，所以其次为法；由为体

证利益的实践者与已体证利益者，所以最后为僧。在确定了

皈依的情况后，即已阐明了：〚与说明确定次第的原因〛。 
 

(以譬喻来阐明) 
现在当解说上面所说的〚并以譬喻来阐明三皈【21】

依〛。此中，佛如满月；他所演说的法如月亮所散发的光

辉；僧如由满月光辉在世间所生的喜悦者。佛如刚升起的太

阳；所演说的法如那光芒之网；僧如由那光芒破除黑暗的世

间。佛如燃烧丛林的人；法如燃烧丛林之火，燃烧烦恼丛

林；僧如烧了丛林的那块土地，成了农田，由燃烧了烦恼而

成为福田。佛如大乌云；法如雨水；僧如在乡间由下雨而止
                                                 
30 M.i,p.37; A.i,p.208. 
31 这是说明：即使顶礼凡夫比库，也没破其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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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灰尘，止息了烦恼尘。佛如(pg. 012)善调御师；正法如

调伏骏马的方法；僧如已善调伏的骏马之团体。佛如外科医

生，拔出一切见箭；法如拔除箭的方法；僧如已取出箭的

人，拔除了见箭。佛如眼科医生，切开愚痴的白内障；法如

切除白内障的方法；僧如已切除白内障而眼明净的人，切除

了愚痴的白内障，拥有明净的智眼。佛如善巧的医生，能医

治有随眠烦恼的病；法如正确应用的药；僧如由使用药而善

治愈了疾病的众人，善治愈了烦恼病的随眠。或者佛如善指

导者；法如善道，(能到达)安稳的目的地；僧如已行道者，

到达了安稳的目的地。佛如善巧的船师；法如船；僧如成功

到达彼岸的人。佛如喜马拉雅山［雪山(himavà )］；法如由

那(山)所生的草药；僧如由服药而无病的人。佛如施财者；

法如财宝；僧如随其所欲地获得了财宝的人，正确地获得了

圣财。佛如示［指出］【22】伏藏者；法如伏藏；僧如获得

伏藏的人。再者，佛如能给与无畏的稳健男子；法如无畏；

僧如成就无畏的人，究竟成就无畏。佛如(给与)安稳者；法

如安稳；僧如安稳的人。佛如善友；法如利益的教示；僧如

依照那利益的教示而到达一切处的人。佛如宝矿地；法如财

宝的精髓；僧如受用财宝精髓的人。佛如为王子洗浴者；法

如洗头水；僧如已善洗浴的王子众，沐浴了正法水。佛如装

饰品的制造者；法如装饰品；僧如经装饰的王子众，以正法

而庄严。佛如旃檀(candana)树；法如由该(树)所生的香；僧

如由受用旃檀而寂静热恼的人，由受用正法而寂静了热恼。

佛如给与法遗产者；正法如遗产；僧如继承遗产的儿子众，

继承正法的遗产。佛如(pg. 013)已开的莲花；法如由该(花)

所生的蜜；僧如享用那(蜜)的蜂群。如此为〚并以譬喻来阐

明三皈依〛。 
到此乃先前的：〚由谁、何处、何时、为什么说三皈

依？〛等，为了解释该义所列出的四偈方法本母，该义已经

阐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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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诵经〙的注释－〘阐明胜义〙 

〘三皈依〙的解释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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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学处注  

Sikkhà padavaõ õ anà  
 
  (1. Pà õ à tipà t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  samà diyà mi. 

2. Adinnà dà n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  samà diyà mi. 
3. Abrahmacariy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   
samà diyà mi. 
4. Musà và d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  samà diyà mi. 
5. Surà merayamajjapamà daññhà 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  samà diyà mi 
6. Vikà labhojan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  samà diyà mi. 
7. Nacca-gãta-và dita-viså kadassa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  samà diyà mi. 
8. Mà là -gandha-vilepana-dhà raõ a-maõ ó ana- 

vibhå sanaññhà n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  samà diyà mi. 
9. Uccà sayana-mahà sayan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  
samà diyà mi. 
10. Jà tarå pa-rajatapañiggahaõ 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  samà diyà mi. 
1. 我受持离杀生学处。 
2. 我受持离不与取学处。 
3. 我受持离非梵行学处。 
4. 我受持离虚诳语学处。 
5. 我受持离(饮)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  (和)

酒精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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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受持离非时食学处。 
7. 我受持离观(听)跳舞、歌唱、音乐、表演学处。 
8. 我受持离戴持、涂抹、庄严原因的花鬘、涂香、香

学处。 
9. 我受持离(坐卧)高、大坐卧具学处。 
10. 我受持离接受金银(钱)学处。32) 

 
(学处诵的本母) 

如此显示了由〘三皈依〙而进入(佛)教，为了显示已

进入(教法)的在家居士［伍巴萨咖(upà saka)］或出家者首

先 应 当 学 的 诸 学 处 (sikkhà pada)， 已 经 列 出 了 〘 学 处

诵〙，现在这是为了解释该义的本母(mà tikà )：【23】 
〚这些由谁、何处、何时、为什么而说？及那方

式， 
说了、做了确定，(并)从共同〔共通〕与不同

〔差别〕(做确定)。 
我当说那自性罪与制罪， 
确定了那之后，(应当)从共通文句的辞和义， 
对一切(学处)共同的(文句)做解说。 
这时解说从前五(学处)的差别义理， 
从杀生开始，从单一等， 
同样地从所缘、受持、破、大罪， 
从方法、构成要素、等起、受、根、业， 
从离与从果所应知的抉择。 
从此应当(pg. 014)结合后五(学处)的结合， 
所应说不共的，以及所应知的低劣等。〛 

在此，离杀生等这十学处是由世尊所说的，而非由弟

子等(所说的)；以及这些(学处)是在沙瓦提城(Sà vatthã 舍
                                                 
32 Khp.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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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城)，揭答林给孤独园(开示的)；在拉胡喇(Rà hula-罗睺

罗)尊者出家后(之时开示的)。 
(当世尊)从咖毕喇瓦土城(Kapilavatthu-迦毘罗卫)到

达沙瓦提城，为了为诸沙马内拉(sà maõ era-沙弥)确立学

处，(如)说：〚那时，当世尊随意住了咖毕喇瓦土城之

后，向沙瓦提城出发游行，以次第地游行，最后到了沙瓦

提城。世尊就住在沙瓦提城，揭答林给孤独园那里。那

时，……略……。那时，诸沙马内拉(心想)：〜我们有多

少学处呢？有哪些学处是我们所应当学的呢？〝他们将此

事告诉世尊。(世尊说)：〜诸比库，我听许诸沙马内拉

(受持)十学处，而且诸沙马内拉应学这些学【24】处：离

杀生，……略……，离接受金银。〝33〛 
当 知 ， 这 ： 〚 他 学 受 持 诸 学 处 (samà dà ya sikkhati 

sikkhà padesu)34〛乃是随后的诸经(所诵的方式)；而在皈

依 所 显 示 的 诵 法 ： 〚 我 受 持 离 杀 生 学 处 (pà õ à tipà tà  
veramaõ isikkhà pada§  samà diyà mi)35〛如此乃是后来所采用

的传诵方式［语道］。 
到此如此乃是〚这些由谁、何处、何时、为什么而

说？及那方式〛。 
 

(确定共同与不同) 
在这(十学处)当中，最初二(学处)和第四、第五(这

四学处)是诸在家居士［伍巴萨咖］与诸沙马内拉所共同

的常戒。将第七和第八(学处)合为一支，并除去一切(学

处之中)的最后(第十学处)，为诸在家居士的布萨戒，这

一切(八学处)是与诸沙马内拉所共同的；而最后的(第十
                                                 
33 Vin.i,pp.83~4. 
34 D.i,p.63. 
35 Khp.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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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处)只是属于诸沙马内拉的，这是不同的情况。如此乃

是从共同〔共通〕与不同〔差别〕所应做的确定。 
这(十学处)中，由于杀生等一向由不善心所等起，所

以最初五学处是自性罪；其余的(pg. 015)学处为制罪36。

如此乃是所应确定的自性罪与制罪。 
 

(解说共通的) 
当 知 由 于 当 中 的 〚 我 受 持 离 学 处

(veramaõ isikkhà pada§  samà diyà mi)〛，乃是一切(学处)所

共有的文句，因此(以下先)对这些共通文句的辞和义做解

说： 
从辞－〚离(veramaõ ã)〛乃是压倒怨敌，即舍弃、除

去、消灭怨敌使令不存在之义；或者(就如)有人藉由器具

离怨敌。由〚为(vi)〛字诵成〚威(ve)〛字而成离；因

此 ， 这 里 有 ： 〚 veramaõ ãsikkhà pada§ ( 离 学 处

和)viramaõ ãsikkhà padam(离学处)〛两种诵法。 
应 当 学 为 〚 学 (sikkhà ) 〛 ； 由 此 路 径 为 〚 处

(pada§ )〛。学的处为〚学处〛，即到达学的方法之涵

义。或者(处)乃就〚以依止根本来住立〛而说的。只是离

学 处 为 〚 离 学 处 〛 ； 或 者 以 第 二 种 ( 诵 ) 法 ：

viramaõ ãsikkhà pada§ (离学处)。 
我完全地拿取为〚我受持(samà diyà mi)〛；即是为了

不违犯的目的，我保持不破、无斑点而说的。 
从 义 上 ，(所 谓)的 〚离 〛乃欲界善心相 应的 离 。

【25】在〘分别论〙说：〚在那离杀生之时，他远离、

离、回避杀生，无所作、不作为、不违犯，破(恶之)桥
                                                 
36  所谓的〚自性罪〛，有些圣典称为世间罪，自性罪是指它的性质本身就

是罪恶、不善、有过失的；而〚制罪〛是由世尊特别为诸弟子所制定的戒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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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如此等方式。此离之名不但有欲界的离，也有出世间

的离。然而，由于这里说的是〚我受持〛，所以所采用的

受持并不适合用于那(出世间的)。因此(上面)说：〚欲界

善心相应的离。〛 
〚学〛为三学──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及增上慧学。

然而，在此之义即：〚(所谓的)学乃已达到离的戒，世间

维巴萨那，色、无色禅那，以及圣道〛的目的。如说：

〚什么法是学？无论何时，当生起了欲界善心，喜俱智相

应……略……在那时(pg. 016)有触……略……不散乱，这

些法是学。什么法是学？无论何时，当投生色(界)，他修

道而离诸欲、离诸不善法，……略……初禅……略……第

五禅而具足住，……略……不散乱，这些法是学。什么法

是学？无论何时，当投生无色(界)，……略……非想非非

想处俱，……略……不散乱，这些法是学。什么法是学？

无论何时，当他修出世间禅而出离，……略……不散乱，

这些法是学。38〛 
在这些学之中的某一种(学)，达到学之处的方法，或

者(该学的)根本、依止、住立为〚学处〛。对此而说：

〚由依止于戒、住立于戒而修习、一再地修习七觉支39〛

如此等的。 
如此乃是对共同的文句，从共通文句的辞和义所应做

的解说。 
 

(解释前五学处) 
现在对所说的：〚这时解说从前五(学处)的差别义

理，从杀 生……略 ……从离与从果所应 知的抉择。〛
                                                 
37

  Vbh.p.285. 
38 Vbh.pp.290~1. 
39 S.v,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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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这里可以这么说： 
〚杀生(pà õ à tipà ta)〛：此中，〚生物(pà õ a-息生)〛

－是连结命根的蕴相续，或者执取那(蕴相续)所施设的有

情。对那生物、存生物想，以杀思［心］，运用身、语门

中的一门，生起采取断那(生物)命根(的行动)为〚杀

生〛。 
〚不 与 取(adinnà dà na)〛 － 〚 不与 〛 ： 为他人所 拥

有，当他人〔所有主〕随所欲为的使用时，是不适合处罚

而且无罪的。对他人所拥有(物)，他人所拥有想，运用

身、语门中的一门，以盗思［心〕生起采取盗取的行动为

不与取。 
〚非梵行(abrahmacariya)〛－以从事非正法原因的违

犯之思〔心〕，运用身门，从事两两入罪的淫欲之非殊胜

行。(pg. 017) 
    〚虚诳语(musà và da)〛－此中，〚虚诳〛：是由语或

身的努力，致力于欺骗而破坏利益〔隐瞒实义〕者。以欺

骗的目的，运用身、语门中的一门，以邪思［心］生起由

身、语的努力而欺骗他人为〚虚诳语〛。 
〚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和)酒精(surà -meraya-

majja-pamà daññhà na)〛：此中，〚谷物酒(surà )〛－有五

种谷物酒：淀粉酒、饼酒、米酒、加入酵母的酒，以及

(新鲜芥子等所)混合的酒。 
〚花果酒(meraya)〛－有五种花果酒：花酒、果酒、

糖酒、(葡萄)甜酒，以及(新鲜余甘子、调味料等)混合的

酒40。 
〚酒精(majja)〛－只是前两种酒，以应醉之义为酒

精；或者凡有其它任何会醉的，在喝了会狂、会放逸的，

这称为酒精。 
                                                 
40 Sà rò .iii,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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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逸原因〛－凡是喝、吞咽那(酒)的思，从迷醉、

放逸原因的该思，称为放逸原因。当知凡以吞咽的目的，

运用身门，以思吞咽谷物酒、花果酒，为放逸原因的谷物

酒、【27】花果酒(和)酒精。 
如此，到此乃是这(十学处)中，〚从杀生开始(前五

学处)所应知的抉择。〛 
 

(抉择一性与多元性等) 
〚从单一等〛－这里(可能会有人问)说：那是指什

么？所谓杀生的单一性是被杀者、屠杀者、方法、思等的

单一？或是其它的不与取等多元的种种性？或者并非如此

呢？这由什么而说的呢？ 
(答)：假如以单一为一性，当多个杀戮者杀一位被杀

者；或一个杀戮者杀多位被杀者；或者以一种亲手等方法

杀多位被杀者；或以一思令生起断多位被杀者命根的方

法，则那时应只有一杀生罪。假如以众多为种种性，当一

个杀戮者为了杀一位被杀者，采取一种方法，杀了多位被

杀者；或者多个杀戮者为了(杀)迭瓦达答(Devadatta-提婆

达多)、杨尼呀达答(Ya¤ ¤ adatta)、叟嘛达答(Somadatta)
等多位，在采取多种方式时，只杀了迭瓦达答〔提婆达

多〕、杨尼呀达答或叟嘛达答一位；或以亲手等多种方

法，杀了一位被杀者；或以多思令生起只采取一种方法来

断一位被杀者的命根，则那时应有多杀(罪)。所以这两

(种)都不适当。那些并不是由被杀者等以单一而成一性

(或)以众多而成多元性，只是依照其它方式而成单一和种

种性。 
应说杀生(以及)其余(的情况)。(可以这么)说(pg. 

018)：在杀生以一(或)众多对个别的被杀者、杀戮者等

(而成)一或众多。是什么呢？以被杀者与杀戮者等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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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单一成一(罪)；以二或那些其中之一而以众多成多

(罪)。同样地，在多个杀戮者以多支箭、刀等或挖一陷坑

的方法而杀了多位被杀者，则成多杀生(罪)。在一个杀戮

者由一或多种方法，以一或多思生起那方法而杀了多位被

杀者，也成了多杀生(罪)。在多个杀戮者，以如(上)所说

的方式，由一或多种方法而杀了一位被杀者，也成了多杀

生(罪)；在不与取等也是同样的方式。 
如此乃是从单一等对所应知的抉择。【28】 
 
〚从所缘〛－此中，杀生以命根为所缘；不与取、非

梵行，(与)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和)酒精以诸色法

的色处等其中之一行(saï khà ra)为所缘；在虚诳语，凡开

始说那虚诳(语)者，从所转起以有情为所缘；在一(些情

况)，非梵行以有情为所缘；以及当不与取在盗取有情

时 ， 那 时 即 以 有 情 为 所 缘 。 而 这 里 的 有 情 乃 就 以 行

(saï khà ra)而说的，而以非施设〔概念法〕(来说的)。 
如此乃是从所缘对所应知的抉择。 
 
〚从受持〛－沙马内拉〔沙弥〕只有在比库前受取了

这离杀生学处等才成受持；而在家居士〔伍巴萨咖〕即使

自己受取也成受持，在他人前受取也成受持；(五学处)一

起受取也成受持，(五学处)各别受取(也成受持)的。然而

是〔为〕什么呢？当知一起受取由一思而成一离，以作用

而施设那些所制定的(学处)；而各别受取由五思而成五

离。 
如此乃是从受持对所应知的抉择。 
 
〚从破〛－此中，诸沙马内拉〔沙弥〕在(这五学处

中)破了一(学处)，则一切(学处)皆破，他们当处于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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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41，但只有违犯的(学处)才成为业所系；而在家

者在破了一(学处)，只破了一(学处)。只(pg. 019)要再受

那(条已破的学处)，他就(再度)具足了五支戒。 
另外，在说：〚各别各别地受持者，在破了一(学

处)，只有一(学处)破了。〛假如以：〚我受持具足五支

的戒〛，如此地一起受持了，在破了一(学处)，则其余的

一切学处都破了。为什么呢？由于破了所受持的〔未分开

而受持〕(的缘故)，但只有违犯的(学处)才成为业所系。 
    如此乃是从破对所应知的抉择。 

 
〚从大罪〛－对无德行的畜生趣等生物，杀害小生物

为小罪；(杀)大躯体者为大罪。为什么呢？由于加行〔努

力〕大的缘故；即使加行相等，也由于对象大(而得大

罪)。对有德行的人类等，杀害微德者为小罪；(杀害有)

大德行者，【29】则为大罪。而且当知：(杀害对象的)身

体、德行相等，在有烦恼时，以柔和的(方式)攻击为小

罪；以粗重(的方式攻击)为小罪。在其余(的学处，)也是

以同样的方式。然而在这些当中，只有放逸原因的谷物

酒、花果酒(和)酒精为大罪，而不像杀生等(有小罪)。为

什么呢？因为即使对人类，也会由导致疯狂的状态，而对

圣法作障碍。 
如此乃是从大罪对所应知的抉择。 
〚从方法〛－此中，杀生有：〚亲手、命令、投掷、

                                                 
41  〚比库对睡眠的沙马内拉行淫……。沙马内拉对睡眠的沙马内拉行淫，

(被侵犯的沙马内拉)醒来受乐者，两人都应当灭摈；醒来不受乐者，污行

的(沙马内拉)应当灭摈。〛(Vin.iii,p.33.) 〚〜两人都应当灭摈〝：在此

是指两者都应当以外形灭摈而灭摈〔脱去袈裟驱出僧团〕。在此，污行

〔侵犯〕者没有承认之事。在问了被污〔侵犯〕者，(如果)承认，应当灭

摈；假如不受乐，不应灭摈。在沙马内拉的情况也是同样的方法。〛

(VinA.i,p.269.)※详细规定，见〘南传佛教在家居士须知〙第四章〖皈戒

释疑〗第 21 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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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陷阱〔固定的〕、明所成(与)神变所成〛六种方法。 
此中，以身或身所系物而攻击为亲手的方法。这(亲

手的方法)分成指定(和)未指定的两种(方法)。 
此中，指定的即攻击所指定者，只有当那(被指定的

众生因此)而死，才成为业所系；未指定的是：〚愿有(众

生)死！〛如此以攻击之缘凡有(众生)死，(即成为业所

系)。而且这两种方式导致(众生)死，无论由当时的攻

击，或由那(攻击)而后来生病(所致使其死亡)，只在攻击

的刹那即为业所系。以及为了杀死的目的而攻击之，在该

(攻击)之时并未死，(后来)再以其它心攻击之，假如后来

(被攻击者)因最初的攻击而死，只有那(第一次攻击)才成

为业所缚；而在第二次的攻击并没有(犯)杀生。即使由两

次(攻击)致死，也只在第一次的攻击成为业所缚；(若)两

次(攻击)并没有死，则并没有杀生(罪)。以多个(杀戮者)

攻击(pg. 020)一位(被害者)，也只是以此方式，凡由攻击

而死，那即成为业所缚。 
在决定了之后命令为命令的方式。应记得这里的业所

缚，只在亲手的方法所说之方式。而且当知这里有六种决

定： 
   〚对象、时、场所、武器、威仪， 
    所做的差别〛这六种命令的决定。【30】 

在这些当中，〚对象〛－为被杀的生物。 
〚时〛－为上午、下午等时，以及处在年轻等时。 
〚场所〛－为〚村庄、城镇、丛林、阿兰若或十字路

口〛如此等。 
〚武器〛－为〚剑、箭或矛〛如此等。 
〚威仪〛－为〚被杀者和杀戮者站立或坐着〛如此

等。 
〚所做的差别〛－为〚贯穿、切断、分裂或刮贝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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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如此等。 
假如命令：〚你杀(那众生)〛，(被命令者)违约(所

命令的)对象而杀了其他(众生)，则命令者没有受业所

缚。当(被命令者)未违约而杀了那对象，命令者在命令的

刹那，而被命令者在(被杀者)死的刹那，两者都受业所

缚。 
时等也是以此方式。 
〚投掷的方法〛－是指为了杀的目的以身或身所系物

而投掷攻击(被害者)。这也有分成指定(和)未指定的两种

(方法)。当知在此的业所缚即与先前所说的方式相同。 
〚设陷阱〔不动的〕〛－即为了杀戮的目的而挖陷

坑、(放毒剌等在)凭靠处、(在其)近处安杀具，或提供

药、毒、机关等。这也有从指定的(和)未指定的两种区

分。当知在此的业所缚只和先前所说的方式相同。然而，

这是差别：当陷坑是向他人租来或免费给与的，假如(受

害者)由该因缘而死，只有地主受业所缚。而且如果他或

其他人将那里(回填)使消失作成平地，或洗尘土者取走土

尘，或掘根者掘了根而成为坑，(pg. 021)或者由于天下雨

而生成泥泽，有某(众生)在那里陷入或因陷在泥泽而死，

只有地主受业所缚。假如由(那而获得)所得，或者他人将

(陷坑)挖得更宽广或更深，由那因缘有某(众生)死了，则

双方都受业所缚；但若将根与根相连结，(或)在那里作成

陆地，则他可脱(罪)。 
同样地，在(安臵)凭靠物等，只要那些还运作着(而

杀了众生)，即受业所缚。 
〚明所成(vijjà maya)的方法〛－即为了杀(生)而诵明

咒。 
〚神变所成(iddhimaya)的方法〛－即为了杀(生)而运

用业报所生的神变，犹如持、敲打武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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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与取〛是以亲手、命令等方法，运用偷盗取、强

迫取、隐藏取、【31】辫计取、筹(kusa)取，当知只是依

照如前所说的那些来区分。 
非梵行等三(学处)只有亲自的方法而已。 
如此乃是从方法对所应知的抉择。 
 
〚从构成要素〛－此中，〚杀生〛有五种构成要素：

〚是生物，生物想，现起杀心，努力，以及由该(攻击)而

死。〛 
〚不与取〛也有五(种构成要素)：〚是他(人)所有

物，他(人)所有物想，现起盗心，努力，以及由该(努力)

而取走可取之物。〛 
〚非梵行〛有四种构成要素：〚是侵犯〔可行淫〕的

对象，现起从事(淫欲)的心，达到从事(性交)之缘的方

式，以及受乐。〛 
后面的两(学处)同样地(也有四种构成要素)。此中，

当知〚虚诳语〛有四种构成要素：〚是虚诳，对那对象现

起欺骗的心，适当的努力，以及转起欺骗他(人)所能了知

的表〔表示〕。〛 
〚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和)酒精〛有这四(种

构成有素)：〚谷物酒等其中之一，现起想要喝酒的心，

从事适当的努力，以及已喝(酒)入(咽喉)。〛 
如此乃是从构成要素对所应知的抉择。 
 
〚从等起〛－此中，杀生、不与取和虚诳语有从身、

心，从语、心，和从身、语、心三等起。 
非梵行只有从身、心一等起。 
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和)酒精从身和从(身、)

心二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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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乃是从等起对所应知的抉择。 
 
〚从受〛(pg. 022)－此中，〚杀生〛只有与苦受相

应。 
〚不与取〛与三受其中之一受相应。 
〚虚诳语〛同样地(也是与三受其中之一受相应)。 
其它二(学处)为与乐或不苦不乐受相应。 
如此乃是从受对所应知的抉择。 
 
〚从根〛－此中，杀生为瞋、痴根；不与【32】取

(和)虚诳语为贪、痴根或瞋、痴根；其它二(学处)为贪、

痴根。 
如此乃是从根对所应知的抉择。 
〚从业〛－此中，杀生、不与取和非梵行为身业，而

且只有(该身业)达到业道。 
虚诳语只有语业；凡所隐藏〔破坏〕的(实)义，只有

该(业)达到业道，其它的只是业。 
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和)酒精只有身业。 
如此乃是从业对所应知的抉择。 
 
〚从离〛－此中，(可能会有人问)说：在离杀生等

时，是从哪里离呢？ 
(可以这么)说：只要还由受持而离时，他就使自己或

他(人)离杀生等不善。 
 
(问)：发勤了之后是什么？ 
(答)：只是从他所离的；而且当他已得离时，(他就

离先前)所说种类的不善。 
(问)：发勤了之后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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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只是杀生等所说的所缘。 
有些人说：在发勤〔确定〕了谷物酒、花果酒(和)酒

精的诸行后，他离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和)酒精。

在发勤了可以偷取和欺骗的有情诸行后，(他离)不与取和

虚诳语。在发勤了有情之后，(他离)杀生和非梵行。 
对此，有其他人持如此的见解：〚假如如此的话，当

在思念一事时，他可能做余事；而且他可能不知道他所舍

弃(的事)。〛 
不喜欢(那主张的人)他们说：〚他只舍弃在发勤之后

离自己的杀生等不善。〛 
(本论主答)：那是不适当的。为什么呢？因为那并没

有现在和外在。在〘分别论〙的〖学处诵〗(说)：〚五学

处有多少善？…… 略 ……有多少无诤？ 〛 在问了之后

(说)：〚只有善，有(可能)与乐受相应……。〛在如此转

起时回答：〚现在所缘〛和〚外在所缘〛42。由此而说现

在(和)外在的所缘性。因此那〚在发勤之后离自己的杀生

等不善〛是不适当的。 
而(那反对者)所说的：〚当在思(pg. 023)念一事时，

他可能做余事，而且他可能不知道他所舍弃(的事)〛，

(对此，我们可以)说：由于在转起时作用尚未完成，所以

说：〚当在思念一事【33】时，他可能做余事，或者他不

知道他所舍弃(的事)。〛 
〚发勤后不死，舍断一切恶， 
住立道圣人，于此显示有。〛 

如此乃是从离对所应知的抉择。 
 
〚从果〛－这杀生等一切(学处)在次生当投生恶趣之

果，以及(即使)投生善趣则有不可喜、不可爱、不可意之
                                                 
42 Vbh.pp.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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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报；在现世〔现法〕则生起怖畏等果。而且〚杀生者当

轻快地导致在人类短寿的一切果报。43〛以如此等方式。 
如此乃是从果对所应知的抉择。 
 
再者，此中的离杀生等也有从等起、受、根、业、果

对所应知的抉择。 
此是这里的阐述：〚(等起)〛－这一切(学处)的离有

四种等起：从身，从身、心，从语、心，(和)从身、语、

心(等起)。 
〚(从受)〛－一切(学处的离)与乐受相应，或与不苦

不乐受相应。 
〚(从根)〛－(一切学处的离)为无贪、无瞋根，或无

贪、无瞋、无痴根。 
〚(从业)〛－此中，四(学处的离)为身业；离虚诳语

为语业；而在道的刹那和心等起一切都是意业。 
〚(从果)〛－此中，离杀生有：肢体具足，(身)高、

宽广〔周围〕具足，速度成就，足善安立，优美、柔软、

明净、勇敢、大力，语明了，受世间喜爱，其众不破，无

畏惧，不被迫害，被他攻击不死，眷属〔随从〕无量，善

姿容，善外形，少病、无忧愁，与所喜爱、可意者相处而

不别离，长寿，如此等果。 
离不与取有：大财富，财、谷丰富，无量财产，生出

未起的财产，已生起的财产坚固，所欲之财迅速获得，财

产不与王、贼、水、火、不喜爱的继承者【34】所共 (pg. 
024) ，得不共财，世间最上〔首领〕，无所不知，乐

住，如此等(果)。 
离非梵行有：没有仇敌，一切人所喜爱，获得食物、

饮料、衣服、住处等，躺卧快乐，醒觉快乐，解脱苦界的
                                                 
43 A.iv,p.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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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畏，不会生为女性或不能男，不忿怒、不掩饰、不惊

慌、不下向(使丟脸)，女人、男子互相喜爱，诸根圆满，

特相圆满，无疑惑、无为、乐住，无怖畏处，无离别喜

爱，如此等(果)。 
离虚诳语有：诸根明净，语词清晰、甜美，牙齿平臵

纯(白)，(齿)不太粗、不太细〔瘦〕、不太短、不太长、

乐触，口有青莲花香，随从恭敬听闻，言语受欢迎，舌如

莲花、青莲花辪一般柔软、红薄，不掉举、不轻躁，如此

等(果)。 
离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和)酒精有：速知过

去、未来、现在所应做的事，常现起(正)念，不疯狂、具

有智、不懒惰、不愚钝、不羊哑、不迷醉、不放逸、不愚

痴、无怖畏、无激愤、无嫉妒、语谛实，无离间、粗恶

语、杂秽语，日夜无懒惰，知恩、感恩、不悭悋、具施

舍、持戒、正直、不忿怒、有惭意、有愧、见正直、大

慧、具慧、智贤、善巧利害〔有利与不利〕，如此等果。 
如此乃是离杀生等，从等起、受、根、业、果对所应

知的抉择。 
 

(解释后五学处) 
现在对所说的：〚从此应当结合后五(学处)的结合，

所应说不共的以及所应知的低劣等〛，这是(pg. 025)对该

义的解说：对(之前)所结合的前五学处【35】之解释，当

取那(方式)来结合后五学处。此是这里的结合： 
〚(从所缘)〛－就如前(五)学处的所缘，放逸原因的

谷物酒、花果酒(和)酒精以色处等其中之一行(saï khà ra)
为所缘；这里的非时食(vikà labhojana)也是同样的(以色处

等其中之一行为所缘)。当知一切(学处)的所缘区分也是

以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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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受持〛－就如前(五学处)沙马内拉〔沙弥〕或在

家居士〔伍巴萨咖〕由(谁为)受而成受持，而这(后五学

处)也是同样的(方式)。 
〚从构成要素〛－就如在杀生等所说的构成要素之区

分；同样地，这里的非时食也有四种构成要素：〚非时，

时药〔(yà vakà lika§ )主食及副食品；一般食物〕，吞咽，

未疯狂。〛 
当知其余(学处)的构成要素之区分也是依照此(方

式)。 
〚从等起〛－就如在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和)

酒精那里的等起：从身和从身、心二等起；同样地，这里

的非时食(也有从身和从身、心二等起)。当知一切(学处)

的等起也是以此方式。 
〚(从受)〛－就如在不与取那里的受与三受其中之一

受相应；这里的非时食也是同样地(与三受其中之一受相

应)。当知一切(学处)的受相应也是以此方式。 
〚(从根)〛－就如在非梵行那里为贪、痴根；这里的

非时食和次二(学处)也是如此(为贪、痴根)。当知一切

(学处)根的区分也是以此方式。 
〚(从业)〛－就如在杀生等那里为身业；这里的非时

食等也是如此(为身业)；而接受金银有身业、语业或(意

业)，而在身门等所转起者只是存在的方式，则(不是)业

道。 
〚(从离)〛－就如那里的离为离自己或他(人)的杀生

等不善；而此处(的离为离)非时食等不善或善的一方。 
〚(从等起)〛－就如前五离有四等起：从身，从身、

心，从语、心，从身、语、心(四等起)；〚(从受)〛－一

切与乐受相应或与不苦不乐受相应；〚(从根)〛－无贪、

无瞋根或无贪、无瞋、无痴根；〚(从果)〛－以及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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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产生各种可意的果(报)；这里(的后五离)也是同样的

(方式)。(到此为)：〚从此应当结合后五(学处)的结

合〛。 
对〚所应说不共的，以及所应知的低劣等〛为：此

中，【36】〚非时食(vikà labhojana)〛－是指超过正午而

食；超过这所允许的时间而食，因此称为非时食。(pg. 
026)从那非时而食。 

〚观(听)跳舞、歌唱、音乐、表演(nacca-gãta-và dita-
viså kadassana)〛：此中，〚跳舞(nacca)〛－即凡某种舞

蹈。 
〚歌唱(gãta)〛－即凡某种歌谣。 
〚音乐(và dita)〛－即凡某种音乐。 
〚观看表演(viså kadassana)〛－乃是生起烦恼之缘，

破坏善(法一)边的观看表演；或者观看表演的情况为观看

表演。 
观(听)跳舞、歌唱、音乐和表演为观(听)跳舞、歌

唱、音乐、表演。 
当中的观(听)表演当取在〘梵网经〙所说的方式，在

那里说：〚或如有些尊敬的沙门、婆罗门食用信施的食

物，他们住于不适宜的观看表演，这即是：〜舞蹈、歌

唱、音乐、舞台戏、民谣、鼓掌乐、铙钹乐、鼓乐、小丑

戏、铁丸戏、竹戏、洗(骨)戏、斗象、斗马、斗水牛、斗

牡牛、斗山羊、斗牡羊、斗鸡、斗鹌鹑、斗狗、棍斗、拳

击 、 摔 角 、 演 习 、 点 兵 、 布 阵 、 阅 兵 ， 或 如 此(种 类

等)〝，沙门苟答马离如此观看表演。44〛 
或者依所说的义为：跳舞、歌唱、音乐为表演，而成

跳舞、歌唱、音乐的表演；观看那些为观看跳舞、歌唱、

音乐表演。因此观看跳舞、歌唱、音乐表演应说为〚观
                                                 
44 D.i,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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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就如在：〚他是邪见者，其见颠倒45〛如此等，并

非由眼门转起，因取境而说〚见〛；如此即使有听而只说

〚观看〛。(如果)想要看(表演)，在前往了而观看，如此

在这里即成为违犯。(假如自己)在站立、坐着、躺卧处

(有表演从自己的方向)来或去到达视域而看见了，即使有

烦恼也没有违犯。而且在此当知将法编成歌是不适合的，

而将歌编成【37】法则是可以的。 
 
〚(戴持、涂抹、庄严原因的花鬘、香、涂香)〛－戴

持等应依花鬘等的名称而结合。 
此中，〚花鬘(mà là )〛－即凡任何种类的花(环)。 
〚涂香(vilepana)〛－即凡任何为了涂香捣碎后所准

备的。 
其 余 的 香 粉 、 ( 香 ) 烟 等 一 切 种 类 的 香 为 〚 香

(gandha)〛。 
那一切(香油和香)为了涂抹(和)庄严的目的是不允许

(使用)的；而为了当药的目的则是可以(使用)的。而且为

了供养运持而接受，没有任何方式是不适宜的。 
 
〚 (﹙ 坐 、 卧 ﹚ 高 、 大 坐 卧 具 )〛 ： 〚 高 坐 卧 具

(uccà sayana)〛－乃就超过(尺)量而说。 
〚大坐卧具(mahà sayana)〛－为不允许的床和不允许

的敷具。只要受用那(高、大)两(种坐卧具)(pg. 027)，没

有任何方式是适宜的。 
 
〚(接受金、银)〛：〚金(jà tarå pa)〛－即黄金。 
〚银(rajata)〛－即货币、铜钱、木钱、胶钱等，凡通

用的(货币)，这些都(属于)金、银两者。 
                                                 
45 A.iv,p.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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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任何方式接受那(金银)为接受，没有任何方式那

(接受金钱)是可以的。 
如此为所应说不共的。 
 
又这十学处以低劣的欲、心、精进、观而受持为低劣

的；以中等的(欲、心、精进、观而受持)为中等的；以殊

胜的(欲、心、精进、观而受持)为殊胜的。或者被爱、

见、慢所染污为低劣的；未被染污为中等的；在各处以慧

摄益者，则是殊胜的。以智不相应善心而受持为低劣的；

以有行〔怂恿(saï khà rika)〕智相应(善心而受持)为中等

的；以无行〔怂恿〕智相应(善心而受持)为殊胜的。 
如此为所应知的低劣等。 
 
到此为先前的：〚由谁、何处、何时、为什么〛等，

乃是为了解释〖学处诵〗所列出的六偈本母，该义已经阐

明了。 
 

 
〘小诵经〙的注释－〘阐明胜义〙 

〘学处〙的解释已结束 

 



                                      三十二行相注 

 39 

 

III 

三十二行相注  
Dvatti§ sà kà ravaõ õ anà  

 
(Atthi imasmi§  kà ye kesà  lomà  nakhà  dantà  taco, 

ma§ sa§  nhà ru aññhi aññhimi¤ ja§  vakka§ , hadaya§  yakana§  
kilomaka§  pihaka§  papphà sa§ , anta§  antaguõ a§  udariya§  
karãsa§ , pitta§  semha§  pubbo lohita§  sedo medo, assu vasà  
kheëo siï ghà õ ikà  lasikà  mutta§  matthaluï ga§ . 

在此身有发、毛、爪、齿、皮、肉、腱、骨、骨髓、

肾脏、心脏、肝脏、膜、脾脏、肺脏、肠、肠间膜、胃中

物、粪、胆汁、痰、脓、血、汗、脂肪、泪、膏、唾、

涕、关节滑液、尿、脑。) 
 

(解释文字的结合) 
当如此以这〘十学处〙的清净方式而已经住立于戒的

良家之子，为了清净依处【38】及修习心，现在开始(论

述)〘三十二行相〙业处，(这三十二身分是)除了佛陀出

世之外以前未曾流行的，(而且)非一切外道领域的，在各

处诸经中，(世尊曾说)：〚诸比库，有一法，修习、多作

(修习者)，则导至大悚惧，导至大利益，导至大诸轭安稳

〔(yogakkhema)没有(欲、有、见、无明四)轭的危难；没

有执着束缚〕，导至大的正念、正知，导至获得智见，导

至现法乐住，导至体证(三)明、(八)解脱、(及沙门)果。

是哪(pg. 028)一法呢？即身至念。……。诸比库，凡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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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身至念者，他们即不受用不死(的涅槃)。诸比库，凡受

用身至念者，他们即受用不死(的涅槃)。诸比库，凡未受

用身至念者，他们即未受用不死(的涅槃)。(诸比库，凡)

已受用(身至念者，他们即已受用不死。诸比库，凡)退失

(身至念者，他们即退失不死。诸比库，凡)未退失(身至

念者，他们即未退失不死。诸比库，凡)已失去(身至念

者，他们即已失去不死。诸比库，凡)已开始身至念者，

他们即已开始不死。46〛如此世尊以各种方法赞叹后，(再

以)：(〚诸比库，如何修习、多作﹙修习﹚身至念有大

果、大利益呢？在此有比库前往阿兰若、……〛等方法，

由 ﹙ 一 、 ﹚ 呼 吸 〔 入 出 息 〕 节 ， ﹙ 二 、 ﹚ 威 仪 节 ，

﹙三、﹚四正知节，﹙四、﹚厌恶作意节，﹙五、﹚界作

意节，及﹙六至十四﹚九种坟场节的十四节来开示身至念

业处。对于证得该修习的解释，即：此中，威仪节、四正

知节及界作意节的这三节是以观〔维巴萨那〕而说的；九

种坟场节是以在观智中的过患随观﹙智﹚而说的；而且假

如想要以膨胀相等来修习定者，在〘清净道论〙﹙第六

品﹚〖不净的解释〗中，对此有详细的解说；呼吸节与厌

恶作意节的这二种是以定而说的。在这﹙两种﹚当中，呼

吸节另有单独的呼吸念业处；而这﹙厌恶作意节﹚即是：
47)〚然而，诸比库，比库如何修习身至念呢？再者，诸比

库，比库在此脚掌以上，头发的顶端以下，以皮肤为周围

的身体，观察充满各种不净：即在此身有发、毛、(爪、

齿、皮、肉、腱、骨、骨髓、肾脏、心脏、肝脏、膜、脾

脏、肺脏、肠、肠间膜、胃中物、粪、胆汁、痰、脓、

血、汗、脂肪、泪、膏、唾、涕、关节滑液、尿。48〛如
                                                 
46   A.i,p.43; 45. 
47   括号中的这段文乃是缅甸版有而锡兰版从缺的。 
48   M.iii,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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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脑包括在骨髓里，所开示的身至念部分的修习等方

式。以下是对该义的解释： 
此中，〚有〛－即是存在。 
〚在此〛－即指在这个从脚掌以上，头发的顶端以

下，以皮肤为周围充满各种不净而说的；而在此。 (pg. 
029) 

〚身〛－即身体。由于身体实是不净所积聚，或者是

厌恶的发等的生处，所以称为身。 
〚发、……、脑49〛－即是指发等的三十二行相。在

此当知如此的结合：〚在此身有发，(在此身)有毛〛

(等)。【39】 
那所说的是什么呢？即在这个脚掌以上，头发的顶端

以下，以皮肤为周围一寻的身体，以一切行相〔深思地〕
50观察，实在不见有任何珍珠、摩尼〔宝珠〕、琉璃、沉

香、栴檀香、番红花香、龙脑香、香粉等微量的净性，只

是见到极臭、厌恶、不美观的种种发、毛等的不净。到此

为这里文字结合的解释。 
 

(修习不净) 
以下当知是解释不净(业处)的修习(方法)：如此以离

杀生学处等的清净方式而已住立于戒的初学良家之子，为

了清净依处的目的，想要致力于修习三十二行相业处者，

首先(应当了解)住处、(信施)家、利养、(弟子)众、(建

筑等)工作、旅行、亲戚、生病、读书，以及神变的障碍

或称赞的障碍，共有十种障碍。这时应当断除对住处、

(信施)家、利养、(弟子)众、亲戚、及称赞的执着，对

(建筑等)工作、旅行、读书不感兴趣，并且以治疗疾病来
                                                 
49  〚脑〛，缅甸版为〚尿〛。 
50  缅甸版为〚以一切行相〛；而锡兰版为〚深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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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除这十种障碍。这时在已经断除了障碍，但未断除对出

离的渴望者，在学取了到达终点(的目的)，(以及)损减

〔俭约〕的生活后，以不舍小、随小〔大大小小〕(学处)

的戒律行为，应当依照(戒)律的方法，前往(亲近)拥有阿

含〔教理〕(与)证知，或者拥有(阿含与证知)其中一支的

教授业处导师，而且应当奉行义务并且告知自己心所欢喜

及前来的目的。这位(导师)将由其相(nimitta)、志向、性

行、胜解而了解他的适合业处。(pg. 030)假如他们住在同

一座寺院，或他想住在那里，该(导师)则可以简略地给与

其(禅修)业处；然而【40】(假如他)想要住在他处，则该

(导师)应当解释有关应当舍断、应当辨识等所要注意的，

(以及)解释有关适合贪行者等分类的详细开示。 
在学取了(修习)业处所要注意的与(性行)分类，并在

请求(且取得该)导师的(许可)后，(他即可以住在别处)。

然而有： 
〚大及新住处，旧住处、路旁， 
有泉、叶及花，果及所渴仰， 
(近)城、木材、田，不和及港处， 
边境、界、不宜，不得善友处， 
这些十八处，智者须了知， 
应当避、远离，如避险恶道。51〛 

如此称为应当避开的十八种住处。 
在避开了那些(住处)后，应当前往(世尊)所开示的：

〚然而，诸比库，什么是具备五支的住处呢？ 在此，诸

比库，(1.)其住处(离乞食的村庄)不太远，也不太近，是

适宜往返的；(2.)在白天不喧闹，而晚上少声响、少声

音；(3.)少有虻、蚊、风吹、炎热(及)爬虫类的触恼；(4.)
对于住在该住处者，容易获得衣、饮食、坐卧具及病缘药
                                                 
51   Vism.pp.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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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资具；(5.)在该住处住有多闻、通达阿含〔教理〕、持

法、持律及持本母的(长老)比库们，可以时常前往请教他

们问题：〜尊者，这是如何？这是什么涵义？〝而那些尊

者得以开显其隐蔽的，阐明其所不明了的，而且对于诸法

中各种当疑处得以去除疑惑。诸比库，如此即是具备五支

的住处。52〛如此具备五支的住处。 
当他做了一切(用餐等)工作，省察了诸欲的危害〔过

患〕和出离的利益，并且随念佛陀的善觉悟性(pg. 031)、
法的【41】善法性，及僧团的已善行道性使(自己的)心喜

悦〔净信〕后，接着他以： 
〚以语及以意，色、形与方位， 
处所及界限，智者七种取。〛 

如此七种学持善巧，以及所说的：〚依顺序、不要太快、

不要太慢、去除散乱、超越概念、放开顺序、安止，以及

三经典〛如此十种作意善巧53。应当以不舍离那(七种学持

善巧及十种作意善巧)而开始修习三十二行相。初学者实

在是以如此一切行相而成就三十二行相的修习，而非由其

它方式。 
此中，即使是三藏(持)者，首先也应当以皮的五法54

来把持，先以〚发、毛〛等顺的(读诵)；在(读诵)到熟练

时，接着以〚皮、齿〛等方式来逆的(读诵)；在(读诵)到

熟练时，接着以那两种方式顺逆的(读诵)。以语(读诵)是

为了舍断(心)散乱在外面(的各种所缘)，以及熟练经典

(pà ëi)；而且为了学取(身体的三十二)部分的自性，应当

以意修习半个月。以语的修习而舍断了(心)散乱在外面

(的各种所缘)后，实是成为以意修习及熟练经典的助缘；
                                                 
52    A.v,pp.15~6. 
53   缅甸版及〘清净道论〙都诵成〚十种作意善巧〛，但在锡兰版则诵为

〚七种作意善巧〛。 
54  皮的五法即是：〚发、毛、爪、齿、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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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意的修习则是成为辨识〔学取〕不净、颜色或诸特相的

其中一种(助缘)。接着以此方法对肾脏的五法55(修习)半

个月；接着以此方法对那(皮的五法及肾脏的五法)两者

(修习)半个月。接着以此方法对肺脏的五法(修习)半个

月；接着以此方法对那(皮的五法、肾脏的五法及肺脏的

五法)三种五法(修习)半个月。接着，即使(在圣典)脑的

开示是(排)在最后的，然而为了使地界行相能一起修习，

(现在)把(脑)排在这里后，对脑的五法(修习)半个月；接

着也对(那)四种五法(修习)半个月。接着对脂肪的六法

(修习)半个月；接着对脂肪的六法及四种五法(修习)半个

月。接着对尿的六法(修习)半个月；最后对所有三十二行

相(修习)半个月。 
如此在六个月应当以颜色、形状、方位、处所、界限

的确定来修习(三十二身分)。这是关于中等慧的人【42】

而说的，然而钝慧者应当尽其终生来修习，而利慧者只要

修习不久即可成就。 
然而，(可能会有人问)说(pg. 032)：〚如何从颜色等

来确定这三十二行相呢？〛即是以：〚在此身有发〛如此

等方式，从区分皮的五法等来修习三十二行相。 
 
(1.)(发-kesà )－首先〚从颜色〛：确定头发是黑(色)

的，或为所见到的(颜色)。〚从形状〛：确定是长圆(形)

的，犹如称子杆(的形状)。〚从方位〛：在这个身体当

中，由于在肚脐的上面称为上方，在(肚脐的)下面(称为)

下方，因此确定(头发)长在这个身体的上方。〚从处

所〛：确定它们长在头皮，以前额的边际为界限，以耳

根，及颈部的后面(为界限)。此中，就如长在蚁垤上的昆
                                                 
55  肾脏的五法即是：〚肉、腱、骨、骨髓、肾脏〛，以下肺脏的五法也是

以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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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kuõ ñha)草不知道：〚我们长在蚁垤上〛，蚁垤也不知

道：〚昆塔草长在我(上面)〛；同样地，头发不知道：

〚我们长在头皮上〛，头皮也不知道：〚头发长在我(上

面)。〛(应当)对这些法存有的观念和省察(它们)是空无

的、无思的、无记的、空的，是极恶臭、厌恶、讨厌的，

非有情、非个人。〚从界限〛：有同分和不同分两种界

限。此中，(犹如)稻子插入(地面)，(同样地，)头发下方

就处在皮肤的表面，而且以自己根部表面(为界限)，上方

以虚空，横面以(诸发)相互(之间)为界限，如此为确定同

分的界限；头发不是其余(头发以外)的三十一部分，其余

的三十一部分也不是头发，如此为(确定)不同分的界限。

如此到此为从颜色等来确定头发。56 
 
(2.)(毛-lomà )－在其余的毛，〚从颜色〛：确定大

多是黑褐(nãla青)色的，或为所见到的(颜色)。〚从形

状〛：如下弯弓的形状，或如弯曲的棕榈叶片尾端的形

状。〚从方位〛：(确定毛)长在(肚脐的上下)二方。〚从

处所〛：除了(头发的部位、)手掌及脚掌外，确定(它们)

长在其余大部分【43】身体的皮肤上。此中，就如长在旧

村庄地上的达跋(dabba)草不知道：〚我们长在旧村庄的

地上〛，旧村庄的地上也不知道：〚达跋草长在我上

面〛；同样地，毛不知道：〚我们长在身体的皮肤上〛，

身体的皮肤也不知道：〚毛长在我上面。〛(应当)对这些

法存有的观念和省察(它们)是空无的、无思的、无记的、
                                                 
56  依照现代的〚解剖生理学〛，头发长在头皮上，前至额际，后至头项，

两侧至耳边。头发的结构、色泽随种族而不同。头发包埋在真皮的凹陷即

毛囊内，它包括毛球、毛根及毛干，它们从头皮中毛囊的小孔长出，穿过

表皮与真皮，开口呈圆形的毛囊长出直的头发，开口呈卵形或弯曲的毛囊

则长出卷曲或波浪形的头发。黑色素能使毛发着色，当年纪大时，黑色素

会被微小的气泡所代替，而变成灰或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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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pg. 033)，是极恶臭、厌恶、讨厌的，非有情、非个

人。〚从界限〛：确定(它们)长入盖覆身体皮肤表面的下

面，而且(约在表皮深度)一虮48(之下)，以自己根部表面

(为界限)，上以虚空，横面以(诸毛)相互(之间)为界限，

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的界限则与发相似。如此为从颜

色等来确定毛。57 
 
(3.)(爪-nakhà )－其次是指甲，完整者的指甲有二十

枚。〚从颜色〛：确定它们一切在没有肉的部位是白色

的，而与肉相连(的部分)则是铜色的。〚从形状〛：确定

它们为依自己所处部位的形状，大多像蜜树果核的形状，

或如鱼鳞的形状。〚依方位〛：(确定瓜)长在(上下)二

方。〚依处所〛：确定(它们)长在(手)指(及脚趾)端(的

背上)。此中，就如被乡村的孩童们放在棍子顶端的蜜树

果核不知道：〚我们被放在棍子的顶端〛，而棍子也不知

道：〚蜜树果核放在我们上面〛；同样地，指甲不知道：

〚我们长在指端〛，(手)指(和脚趾)也不知道：〚指甲长

在我们的顶端。〛(应当)对这些法存有的观念和省察(它

们)是空无的、无思的、……、非个人。〚从界限〛：确

定(它们)里面及根部以手指(和脚趾)的肉为界限，外面及
                                                 
48  一虮(虱卵)(likkhà )是长度的单位，在巴利佛教中的传说是这样：(一)在〘

迷惑冰消(Sammohavinodanã)〙p.343 中说：36 极微(paramà õ u)=1 微 (aõ u)，36
微=l tajjà ri， 36 tajjà ri = l 车尘， 36 车尘=l 虮(likkhà )，7 虮=1 虱(å kà )， 
7 虱=l dha¤ ¤ amà sa，  7 dha¤ ¤ amà sa=l 指宽 (aï gula)，12 指宽=1 张手 
(vidatthe)， 2 张手=1 肘(ratana=hattha) ， 7 肘=1 棒(yaññhi=daõ ó a)， 20
棒=l usabha， 80 usabha=l 牛呼(gà vuta)， 4 牛呼(gà vuta) =l 由旬(yojana)。
(二)根据〘胜义宝箱(Paramatthama¤ jå sà )〙i,pp.446~7, 则提到注释书外的

另一种说法：8 极微=1 微，8 微 = l tajjà ri，8 tajjà ri=l 车尘， 8 车尘=l 虮

，8 虮=1 虱，8 虱=1 麦(yava)，8 麦=1 指节。 
57  体毛除了手掌、脚底、指尖、趾尖、唇和指甲外，几乎长辫全身。毛的

长度、结构、色泽随身体的部位及种族而不同。毛包埋在真皮的凹陷即毛

囊内，它包括毛球、毛根及毛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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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端以虚空(为界限)，两侧则以诸手指(及脚趾)两端的皮

(为界限)，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的界限则与发相似。

如此为从颜色等来确定指甲。58 
 
(4.)(齿-dantà )－其次是牙齿，完整者(的牙齿)有三

十二颗。〚从颜色〛：确定它们一切为白色的。〚从形

状〛：凡同形状者，确定它们犹如把贝壳切成锯齿状一

般，【44】而且看起来像用白色花蕾所平整结成的花环一

般。凡不同形状者，(确定)它们为不同的形状，犹如在旧

休息厅的一排椅子一般。在它们当中，上下排牙齿(左右)

各末端的各两颗共有八颗(大臼)齿，有四根四尖端，为小

凳子的形状；在那(八颗牙齿)其次(pg. 034)更外面(各两

颗)的八颗(臼)齿，有三根三尖端，为三脚架〔三叉路

口〕的形状；在那(八颗牙齿)其次更外面上下排各一颗的

四颗(前臼)齿，有两根两尖端，为货车支柱的形状；在那

(四颗牙齿)其次更外面(上下排各一颗)的四颗(犬)齿，有

一根一尖端，为茉莉花蕾的形状；在上下排中间各四颗的

八颗(门)齿，有一根一尖端，为葫芦瓜子的形状。〚从方

位〛：(确定牙齿)长在上方。〚从处所〛：(确定)上排

(的牙齿)长在上腭骨，尖端朝下；下排(的牙齿)长在下腭

骨，尖端朝上。此中，就如建筑工人把诸柱子(的上面)插

在(石头的)最上层，下面以石头层固定住，柱子们不知

道：〚我们(的上面)插在(石头的)最上层，下面被石头层

固定住〛，下面的石头层也不知道：〚我把柱子们固定

住〛，(石头的)最上层也不知道：〚柱子们插在我这

里〛；同样地，牙齿不知道：〚我们固定在下腭骨上，并

且插在上腭骨上〛，下腭骨也不知道：〚我把牙齿们固定
                                                 
58  指甲〔爪〕是真皮的过分生长、硬化、角化而成的，它可以保护手指或

脚趾。指甲的根部埋在皮肤内，而且被角质层所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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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上腭骨也不知道：〚牙齿们插在我这里。〛(应当)

对这些法存有的观念和省察(它们)……、非个人。〚从界

限〛：确定下面以(牙齿)自己的根部插入及固定在腭骨，

并以腭骨穴为界限，上面以虚空，橫面以(诸齿)相互(为

界限)，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的界限则与发相似。如

此为从颜色等来【45】确定牙齿。59 
 
(5.)(皮-taco)－其次是在身体里面，盖覆着聚集各种

不净物的皮肤。〚从颜色〛：确定是白(色)的。该(皮肤)

看起来犹如经过染料染过的外皮，而成为黑色、白色等各

种颜色，然而共同的颜色则是白(色)的。这(皮肤)白色的

状态，当被火烧伤或打击等而脱去外皮时，则更明显。

〚从形状〛：(确定皮肤)简略地说，为铠甲的形状；详细

则有各种形状。脚趾的皮为蚕茧的形状；脚背的皮为皮靴

套脚的形状；小腿的皮为以棕榈树叶包裹食物的形状(pg. 
035)；大腿的皮为装满米的长袋形；臀部的皮为装满水的

滤水囊形；背部的皮为铺在平板上的皮革形；腹部的皮为

铺盖在琴腔的皮革形；胸部的皮大约是四角形；两臂的皮

为套入箭筒的皮革形；手背的皮为剃刀鞘的形状或梳子袋

的形状；手指的皮为钥匙袋的形状；脖子的皮为包颈布的

形状；脸部的皮为有大大小小孔虫类的窝形；头皮为钵袋

的形状。 
辨识皮的禅修者，应当送遣他的心在皮和肉之间，从

上唇部开始，首先应当确定脸部的皮肤，其次(确定)头

皮，其次(确定)后〔外〕颈部的皮，其次以顺与逆的(确

定)右手的皮，其次以同样的方法(确定)左手的皮，其次
                                                 
59  依照现代的〚解剖生理学〛，上下排牙齿的前面四齿称为门齿，其次两

齿称为犬齿，其次四齿称为前臼齿，最后六齿称为大臼齿。它们长在两颚

骨上，各颗牙齿分为齿根、齿头及齿冠的部分，含有珐琅质、象牙质及垩

质。人类的〚乳齿〛有 20 颗；而成人的〚恒齿〛则有 32 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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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背部的皮，其次(确定)臀部的皮，其次以顺与逆的

(确定)右脚的皮，其次(以同样的方法确定)左脚的皮，接

着(确定)生殖器官、腹部、胸部、前〔内〕头部的皮，其

次(确定)下腭的皮，其次(确定)下唇的皮，如此直到再回

到上唇【46】的皮。〚从方位〛：(确定皮肤)长在(上下)

二方。〚从处所〛：(皮肤)覆盖了整个身体。此中，就如

箱子被湿皮所覆盖，湿皮不知道：〚我覆盖在箱子上〛，

箱子也不知道：〚我被湿皮所覆盖〛；同样地，皮肤不知

道：〚我覆盖了这个四大的身体〛，四大的身体也不知

道：〚我被皮肤所覆盖。〛(应当)对这些法存有的观念和

省察(它们)是……、非个人。然而只是： 
〚湿皮所覆盖，九门大疮伤， 
从各方流出，不净、腐败臭。〛 

〚从界限〛：确定下面以肉或所处的表面(为界限)，上面

以表皮为界限，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的界限则与发相

似。如此为从颜色等来确定皮肤。60 
 
(6.)(肉-ma§ sa§ )－其次(pg. 036)是在身体有九百片

的肉。〚从颜色〛：确定(肉)是红色的，与巴利跋达咖

(pà libhaddaka)花(的颜色)相似。〚从形状〛：有各种形

状。此中，确定小腿的肉为棕榈树叶包裹食物的形状；有

人说：为尚未开的肯塔基(ketakã)花蕾的形状。大腿的肉

为碾碎石灰的小砥石形；臀部的肉为火炉后边的形状；背
                                                 
60  依照现代的〚解剖生理学〛，皮肤由表皮及真皮所构成。表皮是皮肤的

最外面部分，是由复层鳞状上皮所构成。表皮最外层的角质区包括：角质

层、透明层及颗粒层；深层的生发区包括：棘细胞层及基底细胞层。真皮

包括：血管、淋巴毛细管和淋巴管、感觉神经末梢、汗腺及其导管，以及

皮脂腺。真皮能感觉冷热、疼痛、压力、触摸等等。皮肤的功能有：1.保
护更深层、更纤弱的器官，防止细菌和有毒物质的侵犯；2.为一种感觉器

官；3.可以分泌皮脂来润滑毛发；4.可形成维生素D；5.可分泌汗液，当一

种排泄器官；6.维持并调节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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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肉为棕榈糖的薄板形；两边的肋肉为在竹子所做成的

仓库之(壁)孔处涂以薄薄的黏土形；乳房的肉为猛投在地

上的湿黏土团形；两臂的肉为切去尾巴、头、脚，并剝了

皮的大老鼠形；有人说：为香肠肉〔(ma§ saså naka)狗

肉？〕的形状。脸颊的肉为咖兰佳(kara¤ ja)的种子放在脸

颊处的形状；有人说：为青蛙的形状。舌肉为奴嘻(nuhã)
叶的形状；鼻肉为由叶子所做成的袋子倒放着的形状；眼

窝肉为半个无花果的形状；头肉为将要煮菜时【47】在锅

子涂上一层薄(油)的形状。辨识肉的禅修者，只有这些粗

肉须要确定它们的形状；当他如此确定时，诸细肉也会

(自然的)来到他的智(眼)领域。〚从方位〛：(确定肉)长

在(上下)二方。〚从处所〛：(肉)涂抹住三百多块骨。此

中，犹如用粗厚的黏土涂抹在墙壁上，粗黏土不知道：

〚我涂抹在墙壁上〛，墙壁也不知道：〚我被粗黏土所涂

抹着〛；同样地，九百片肉不知道：〚我涂抹在三百块骨

上〛，三百块骨也不知道：〚我被九百片肉所涂抹着。〛

(应当)对这些法存有的观念和省察(它们)是……、非个

人。然而只是： 
〚九百片的肉，涂抹着身躯， 
各种虫杂居，如粪处腐臭。〛 

〚从界限〛：确定下面以附着骨聚的面积，上面以皮肤，

横面以相互(的肉)为界限，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的界

限则与发相似。如此为从颜色等来确定肉。61 
                                                 
61  依照现代的〚解剖生理学〛，肌肉由肌纤维构成，一根肌纤维包含数千

根细丝。主要的肌肉组织有三种类型：1.随意肌也称为骨骼肌、横纹肌，

它能受意志支配；2.不随意肌也称为平滑肌、内脏肌，它不受意志支配；

3.心肌乃是心脏专有的肌肉组织，它不受意志支配。肌肉组织的主要作用

是收缩和牵引，当肌肉收缩时，变得又短又粗。肌肉通常须受神经的刺激

才能收缩；但只有心肌是不受神经的刺激而能收缩，它有自主、节律性收

缩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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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腱-nhà ru)－其次是在身体有九百片的腱。〚从

颜色〛：确定(腱)是白色的；有人说：为蜂蜜的颜色。

〚从形状〛：有各种形状。此中(pg. 037)，(确定)最大的

腱为百合的球茎形；较细的为捕(野)猪网的绳子形；更细

的为臭蔓的形状；更细的为锡兰大琴弦的形状；更细的为

粗线的形状；手背与脚背的腱为鸟足的形状；头部的腱为

乡村儿童们【48】戴在头上较薄的黄麻(帽)形；背的腱为

展在日光下的鱼网形；其余附着四肢五体各处的腱为网衣

穿在身上的形状。〚从方位〛：确定(腱)在(上下)二方。

而且在它们当中，从右耳根开始，有称为〚筋〛的五根大

腱联络(身体)向前面向后面到达左侧；从左耳根开始，有

五根联络(身体)向前面向后面到达右侧；从右喉轮〔根〕

开始，有五根联络(身体)向前面向后面到达左侧；从左喉

轮〔根〕开始，有五根联络(身体)向前面向后面到达右

侧；有称为〚筋〛的十根大腱联络右手，前面有五根，后

面有五根；同样地，左手、右脚、左脚(也各有十根)。如

此有这六十根大腱为〚身体的支持者〛，或〚身体的指导

者〛。〚从处所〛：在整个身体当中，使骨与皮之间及骨

与肉之间与诸骨相连结。此中，就如蔓藤攀结在墙壁的木

条上，蔓藤不知道：〚我们攀结在墙壁的木条上〛，墙壁

的木条也不知道：〚我们被蔓藤所攀结着〛；同样地，诸

腱不知道：〚我们连结了三百块骨〛，三百块骨也不知

道：〚我们被诸腱所连结着。〛(应当)对这些法存有的观

念和省察(它们)是……、非个人。然而只是： 
〚有九百根腱，在一寻之身， 
连结住骨架，如蔓系房舍。〛 

〚从界限〛：确定下面以三百块骨所处的面积，上面以皮

肉，横面以相互(的腱)为界限，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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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限则与发相似。如此为从颜色等【49】来确定腱。62 
 
(8.)(骨-aññhi)－其次(pg. 038)是在身体，除了三十二

颗齿骨已经各别把持外，其余的有六十四块手骨，六十四

块脚骨，六十四块 肉 所依止的 软骨，两 块 踵骨〔脚跟

骨〕，每一只脚各有两块脚踝骨〔距骨〕，各有两根小腿

骨(胫骨与腓骨)，各有一块膝盖骨，各一根大腿骨，两块

臀骨〔肠骨〕，十八块脊椎骨，二十四根肋骨，十四块胸

骨〔肋软骨〕，一块心骨〔胸骨〕，两块锁骨，两块肩

(胛)骨，两根臂骨〔肱骨〕，各两根前臂骨〔桡骨与尺

骨〕，七 块头骨〔 头 椎〕，两 块腭骨，一 块鼻骨〔鼻

腔〕，两块眼骨〔眼窝〕，两块耳骨〔颞骨〕，一块额

骨，一块头骨〔后头骨〕，九块头盖骨〔颅骨〕(额骨、

顶骨、颞骨、枕骨、蝶骨、筛骨等)，以如此等方式而归

类为〚骨〛。它们一切〚从颜色〛确定都是白(色)的。

〚从形状〛：有各种形状。此中，(确定)脚趾骨〔趾骨〕

的前端为咖塔咖(kataka)种子形；(从前端)以后脚趾的中

节骨为不圆满的巴拉密种子形；根节骨为小鼓的形状；也

有人说：为孔雀冠毛的形状。脚背骨〔跖骨〕为被压碎的

百合球根聚形；脚跟骨〔踵骨〕为单核子的棕榈果子形；

脚踝骨〔距骨〕为(两个)绑在一起用来游戏的球形；小腿

骨小的(腓骨)为弓杆的形状；大的(胫骨)为因饥渴而皱缩

了的鼠蛇〔静脉〕的背形；小腿骨附着在踝骨〔距骨〕之

处为剥去了皮的咖珠利(khajjå rã)树顶上嫩枝部分的形状；

小腿骨附着在膝盖骨之处为小鼓头部的形状；膝盖骨为从

一边碰撞了的水泡形；大腿骨为没有削平的小斧或斧头柄
                                                 
62  筋〔腱〕连接肌肉与骨或其他肌肉，是筋膜延伸而成的纤维组织，在随

意肌的两端，它的颜色为白色。肌肉收缩时，筋拉动骨，使骨在关节处运

动。筋大多数是窄带形，也有宽扁形。手与脚的筋较长，并包在光滑的滑

膜鞘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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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状；大腿骨依附在臀部的骨(耻骨)处为金匠【50】点

火用的钻火棒形；处在该处的(骨)为切去了顶端的奔那嘎

(punnà ga-龙华树)果形；当两个耻骨连在一起时，为陶师

所做的架子形；有人说：为苦行者的长枕形。荐骨〔尾椎

骨〕为将脸部朝下的蛇头形，在七处有穿孔；十八节脊椎

骨从里面一个重叠在另一个上为包卷头巾的形状，从外面

(看)为一列环状物的形状。在它们(脊椎)之间有两三根类

似锯齿的刺形。在二十四根(pg. 039)肋骨当中，完整的

(二十根)为完整的锡兰镰刀形；不完整的(四根)为不完整

的锡兰镰刀形；有人说：全部的(肋骨)为白色雄鸡展开双

翅的形状。十四块胸骨〔肋骨〕为旧战车整列木板的形

状；心骨〔胸骨〕为杓子的头形；锁骨为小铜斧柄的形

状；在它们下面的骨为半月的形状；后臂骨〔肩胛骨〕为

手斧头部的形状；有人说：为用缺了一半的锡兰锄头形。

臂骨〔肱骨〕为镜柄的形状；有人说：为大斧柄的形状。

前臂骨(桡骨与尺骨)为一对棕榈树的球茎形。腕骨如附着

在一起包卷头巾的形状；手背骨〔掌骨〕为被压碎的百合

球茎聚的形状；在手指的根节骨为小鼓的形状；中节骨为

未完整的巴拉密种子形；前端的节骨为咖塔咖(kataka)的

种子形；七块头椎骨为把竹笋切成(圆)片再串成一串的形

状；下颚骨为铁匠的铁锤皮纽形；上颚骨为削(甘蔗皮)的

小 刀 形 ； 眼 窝 与 鼻 腔 骨 为 已 取 去 果 肉 的 嫩 棕 榈 子 形

【51】；额骨〔前额骨〕为倒放的破贝壳盘形；耳根骨

〔颞骨〕为理发师的剃刀鞘形。在前额及耳根上面缠头巾

处的(头顶)骨为一个装满各种布块的厚瓮子形〔(为了做

奶油而)装满浓酥油的布块形〕；后头骨为切了斜口的椰

子形；头(盖)骨为缝起来的老破葫芦瓢形。〚从方位〛：

(确定骨)在(上下)二方。〚从处所〛：以无差别地说，即

在整个身体；分别而说，头骨在头骨上，头骨在脊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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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脊椎骨在臀骨上，臀骨在大腿骨上，大腿骨在膝盖骨

上，膝盖骨在胫〔小腿〕骨上，胫骨〔小腿〕在踝骨上，

踝骨在脚背骨上；并且脚背骨支撑着踝骨，踝骨支撑着胫

骨，……，头骨支撑着头骨，当知其余的骨也是依照此

(方式)。此中，就如在瓦、椽木的(建筑)叠积等，在上面

的瓦等不知道：〚我们放在下面物上〛，下面物也不知

道：〚我们支撑着上面物〛；同样地，头骨不知道：〚我

们在颈(pg. 040)骨上〛，(颈骨也不知道：〚我们支撑着

头骨〛；)……踝骨不知道：〚我们在脚背骨上〛，脚背

骨也不知道：〚我们支撑着踝骨。〛(应当)对这些法存有

的观念和省察(它们)是……、非个人。然而(这个身体)只

是──三百多块骨、九百片腱，以及九百片肉所结缚及涂

抹，一块坚皮所包覆63，湿润的随行湿润的七百〔千〕64味

觉神经，九万九千个毛孔正流着汗滴，八十种虫的家──

只被称为〚身〛。禅修者从其自性观察，不见有任何值得

执取的，然而只是见到杂着各种(臭秽的)死尸(及)被腱

【52】所连结的骨骼。在见了(这个事实)之后，他得了十

力(的佛陀)之子的状态。如说： 
〚诸骨以次第，一端接一端， 
有许多关节，无何可依赖， 
被腱所连结，被老所威胁， 
没有思，犹如木材与木片， 
死尸生死尸，不净腐败臭， 
恶臭生恶臭，破坏衰灭法， 
骨袋在骨袋，腐身生腐败， 
当调伏欲望，将是十力子。〛 

                                                 
63  锡兰版为：〚ekasatacammapariyonaddhà ni (一百零一块皮所包覆)〛，缅

甸版则为：〚ekaghanacamma-pariyonaddhà ni(一块坚皮所包覆)〛，这句

依缅甸版来译。 
64  锡兰版为：〚百〛，缅甸版则为：〚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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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界限〛：确定里面以骨髓(为界限)，上面以肉，前端

与根部以相互(的骨)为界限，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的

界限则与发相似。如此为从颜色等来确定骨。65 
 
(9.)(骨髓-aññhimi¤ ja§ )－其次是在身体，依所说种类

骨头里面的骨髓。〚从颜色〛：确定是白色的。〚从形

状〛：在(它们)自己所在处所的形状，即：在最大骨里面

的(髓)，如在蒸了、滚动了的大竹筒节放入了大藤嫩芽的

形状；在较小、次小(pg. 041)(骨)里面的(髓)，如在蒸

了、滚动了的小、次小竹筒节放入了细藤嫩芽的形状。

〚从方位〛：(确定骨髓)在(上下)二方。〚从处所〛：在

诸骨的里面。此中，就如放在竹筒等里面的凝乳及糖不知

道：〚我们在竹筒等里面〛，竹筒等也不知道：〚凝乳及

糖在我们的里面〛；同样地，骨髓不知道：〚我在骨的里

面〛，诸骨也不知道：〚骨髓在我们的里面。〛(应当)对

这些法存有的观念和省察(它们)是……、非个人。〚从界

限〛：确定以诸骨里面的【53】面积及骨髓的部分为界
                                                 
65  依照现代的〚解剖生理学〛，人体是由206块骨骼组合而成的。骨骼的功

能有：1.形成骨骼，作为支柱身体的骨架；2.有些骨用以支撐身体的重

量，如下肢；3.造成许多体腔，如颅腔及胸腔；4.保护较纤弱的器官；5.
作为身体运动的杠杆；6.作为肌肉、肌腱与韧带的附着部位；7.松质骨的

红色骨髓有制造红血球的机能；8.由于骨有钙盐的存在，所以是钙质、磷

质之类矿物质的贮藏库。 
       在〘清净道论〙与本注释书所述的人体超过三百块骨骼，而现代的〚解剖

生理学〛，则为206块骨骼，其差异在于现代的〚解剖生理学〛之算法

为：22头骨=8颅骨(1额骨、2顶骨、2颞骨、1枕骨、1蝶骨 、1筛骨)+14
脸部骨(2颧骨、2上颌骨、2鼻骨、2泪骨、1梨骨、2腭骨、2下鼻骨、1下

颌骨)；24脊柱(7头椎+12胸椎+5腰椎)；36胸部的骨(24肋骨+12胸椎

骨)；2锁骨；2肩胛骨；60手骨〔上肢的骨〕(2肱骨〔臂骨〕、2桡骨+2尺

骨〔4前臂骨〕 、16腕骨、10掌骨、28指骨)；3骨盆带的骨(2髋骨+1荐

骨)；60脚骨〔下肢的骨〕(2股骨〔大腿骨〕、2胫骨+2腓骨〔4小腿

骨〕、2膝盖骨、14跗骨、10跖骨、28趾骨)。除了没有在〘清净道论〙等

所提的64块肉所依止的软骨外，在细微的算法也稍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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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的界限则与发相似。如此为

从颜色等来确定骨髓。66 
 
(10.)(肾脏 -vakka§ )－其次是在身体里面，有两个

(肉)球的肾脏。〚从颜色〛：确定为暗红色的，为巴利跋

达咖(pà ëibhaddaka)种子的颜色。〚从形状〛：为乡村儿

童所玩的(一双)用线绑着的球形；有人说：为结在一个茎

上的两颗芒果形。〚从方位〛：(确定肾脏)在上方。〚从

处所〛：从喉底由一根出发，下行少许，分为二根的粗筋

连结了(肾脏)，并围着心脏肉而住。此中，就如结在一个

茎上的两颗芒果不知道：〚我结在茎上〛，茎也不知道：

〚我结了两颗芒果〛；同样地，肾脏不知道：〚我连结在

粗筋上〛，粗筋也不知道：〚我连结了肾脏。〛(应当)对

这些法存有的观念和省察(它们)是……、非个人。〚从界

限〛：确定以肾脏及肾脏的(边际)部分为界限，这是同分

的界限；不同分的界限则与发相似。如此为从颜色等来确

定肾脏。67 
 
(11.)(心脏-hadaya§ )－其次是在身体里面的心脏。

〚从颜色〛：确定为红(色)的，如红莲花花瓣背面的颜

色。〚从形状〛：如已除去外部的花瓣而倒臵的莲蕾形，
                                                 
66  骨髓含藏在海绵骨和长骨中央的骨髓腔内。红骨髓形成血球；黄骨髓贮

存脂肪。 
67  依照现代的〚解剖生理学〛，肾脏位于腹腔的后部，腹膜的外面，脊椎

两旁各一个，约在第十二胸椎到第三腰椎处，通常右肾比左肾稍低。肾脏

如蚕豆形，长约12公分，宽约7公分，厚约4公分。肾脏由外围的脂肪组织

来固定其位臵。肾脏是包在一纤维囊内，肾脏与囊接触的部分呈棕色，称

为肾皮质；其内部为髓质，髓质由白色锥状的肾锥体构成。每个肾脏约有

100万个微小的过滤器，称作〚肾小体〛，肾小体即是肾脏的功能单位。

肾脏的功能有：1.能制造尿液；2.维持体内水份的平衡；3.维持血液的碱

性；4.排出毒素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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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它的一侧打开，就如已切去前端的奔那嘎(punnà ga-龙
华树)果一般，外部光滑，内部犹如丝瓜的内部。多慧者

的(心脏)略开(pg. 042)少许(如莲花)，钝慧者的(心脏)仅

如(莲花的)蕾。除了转起意界及意识界所依止的(心)色

外，其余的肉团称为心脏68，里面【54】存有半帕沙塔

(pasata)69之量的血。贪行者的(心脏)是红色的，瞋行者的

(心脏)是黑色的，痴行者的(心脏)如洗过肉的水(之颜

色)，寻行者的(心脏)如扁豆汤的颜色，信行者的(心脏)

如咖尼咖拉(kaõ ikà ra)花的(黄)颜色，慧行者的(心脏)犹

如澄清、明净、无瑕而琢磨了的天然摩尼珠，而且看似有

光辉。〚从方位〛：(确定心脏)在上方。〚从处所〛：在

身体内的两乳中间。此中，就如在两扇窗板中间的一根窗

闩的柱子不知道：〚我在两扇窗板的中间〛，窗板也不知

道：〚窗闩的柱子在我们的中间〛；同样地，心脏不知

道：〚我在两乳的中间〛，乳房也不知道：〚心脏在我们

的中间。〛(应当)对这些法存有的观念和省察(它们)

是……、非个人。〚从界限〛：确定以心脏及心脏的(边

际)部分为界限，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的界限则与发

相似。如此为从颜色等来确定心脏。70 
                                                 
68  锡兰版为：〚 avasesama§ sapiõ ó asaï khà ta§ , yassa abbhantare(其余的肉团

称 为 ﹙ 心 脏 ﹚ ， 其 里 面 ) 〛 ， 缅 甸 版 则 为 ：

〚avasesama§ sapiõ ó asaï khà tahadayabbhantare(其余的肉团称为 心脏，里

面)〛，今依缅甸版译出。 
69  半帕沙塔(pasata)──液量的单位，约为一掌握。 
70  依照现代的〚解剖生理学〛，心脏是一个中空的肌肉器官。位于中纵隔

腔中，介于胸腔的两双肺之间。它斜斜地偏向左侧，基底在上，心尖朝

下，长约十公分，重量约270公克，与自己的拳头大小相当。心脏由心包

膜、心肌及心内膜成构成。心脏以一种称为中隔的肌肉组织而分成左右两

部分，左右边各有心瓣膜将它分为上下腔，上腔称为心房，下腔称为心

室，因此心脏有四腔：右心房、左心房、右心室及左心室。在人类心脏搏

动约74次，驱使血液周流全身，一次泵量约70c.c.。心脏内由中隔肌肉壁

隔开，并排两个唧筒，一个输送血液通过肺，另一个则输送血液周流全



小诵经注 

 58 

 
(12.)(肝脏-yakana§ )－其次是在身体里面，称为肝脏

的一对肉团。〚从颜色〛：确定为红(色)的，如白莲花外

面花瓣背部的红色。〚从形状〛：一个根部，但到了末端

为一双(呈三角形)，如口乌伊拉啦(koviëà ra)叶的形状；

并且愚钝者(的肝脏)只是一片大叶，而有智慧者(的肝脏)

则有两或三片小(叶)。〚从方位〛：(确定肝脏)在上方。

〚从处所〛：依在两乳内部的右侧。此中，就如黏在锅子

一侧的肉块不知道：〚我黏在锅子的一侧〛，锅子的一侧

也不知道：〚我黏住肉块〛；同样地，肝脏不知道：〚我

依在两乳内部的右侧〛，乳房内部的右侧也不知道：〚肝

脏依我而住。〛(应当)对这些法存有的观念和省察(它们)

是……、非个人。〚从界限〛：确定以肝脏及肝脏的(边

际)部分(pg. 043)为界限【55】，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

分的界限则与发相似。如此为从颜色等来确定肝脏。71 
 
(13.)(膜-kilomaka§ )－其次是在身体，分为覆蔽(膜)

与不覆蔽(膜)的两种膜。〚从颜色〛：确定为白(色)的，

如督库拉(dukå la)布片的颜色。〚从形状〛：即它自己所

在处所的形状。〚从方位〛：(确定膜)在(上下)二方。
                                                                                                       

身。左心房从肺接受充氧血，右心房从身体接受缺氧血。每次心搏开始

时，两个心房收缩，将血液驱入心脏下面的两个心室。心室具有厚的肌肉

壁，是心脏中工作最重的部分。右心室将缺氧血送到肺部；左心室则将充

氧血送到全身。 
71  依照现代的〚解剖生理学〛，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腺体，成人的肝脏重约

1300公克。位于腹腔上部，占有右季肋区的大部分及腹上部的一部分，而

且延伸到左季肋区。肝脏有四叶：右叶最大；小叶较小，呈楔形；方形叶

如正方形；尾叶呈尾状。肝脏的主要功能有：1.合成作用，收集氨基酸，

转化成蛋白质；2.转化作用，有些药物经肝活化之后再发挥作用；3.解毒

作用，转化有毒物质成为无毒物质；4.新陈代谢作用，吸收葡萄糖并以肝

糖形成储存以备需要；5.制造胆汁；6.将脂肪转化成脂蛋白、胆固醇、磷

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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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处所〛：覆蔽的膜围绕着心脏及肾脏，不覆蔽的膜则

在整个身体的皮肤之下，包覆着肉。此中，就如布片包住

肉，布片不知道：〚我包住肉〛，肉也不知道：〚我被布

片包住〛；同样地，膜不知道：〚我包住心脏及肾脏，以

及整个身体皮肤之下的肉〛，心脏、肾脏及整个身体的肉

也不知道：〚我被膜包住。〛(应当)对这些法存有的观念

和省察(它们)是……、非个人。〚从界限〛：确定下面以

肉(为界限)，上面以皮，横面以膜的(边际)部分为界限，

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的界限则与发相似。如此为从颜

色等来确定膜。72 
 
(14.)(脾脏- pihaka§ )－其次是在身体里面的脾脏。

〚 从 颜 色 〛 ： 确 定 为 青(nãla)色 的 ， 如 枯 萎 的 尼 滚 迪

(nigguõ ó ã)花的颜色。〚从形状〛：大多是七指宽大，没

有连结，为黑犊舌头的形状。〚从方位〛：(确定脾脏)在

上方。〚从处所〛：在心脏的左侧，依附在胃膜上侧的附

近。当它被打击出来时，有情的生命便尽了。此中，就如

依附在仓库上侧附近的牛粪团不知道：〚我依附在仓库上

侧的附近〛，仓库的上侧也不知道：〚牛粪团依附在我的

附近〛；同样地，脾脏不知道：〚我依附在胃膜上侧的附

近〛，胃膜的上侧也不知道：〚脾脏依附在我的附近。〛

(应当)对这些法存有的观念和省察(它们)是……、非个

人。〚从界限〛：【56】(pg. 044)确定以脾脏及脾脏的
                                                 
72  依照现代的〚解剖生理学〛，膜为覆盖在器官上的组织，主要分成三

类：1.黏膜──它是消化道、呼吸道及排泄生殖道的内衬；2.浆膜──覆

盖在胸腔和腹腔，它反折包住腔内的某些器官。在胸腔，它包住肺脏而称

为胸膜；在腹腔，它包围许多的器官而称为腹膜。而心膜则是包着心脏的

浆膜；3.滑膜──它衬在关节腔，包围腱鞘和韧带。黏膜对身体有保护作

用，能防止细菌侵犯；浆膜能分泌浆液，使相邻的器官可相对的滑动；滑

膜会分泌关节滑液而有润滑、稳定作用并营养关节软骨。由于膜并非只在

胸部，所以在此译为〚膜〛而非如他人所译的〚肋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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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部分为界限，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的界限则与

发相似。如此为从颜色等来确定脾脏。73 
 
(15.)(肺脏-papphà sa§ )－其次是在身体里面，分为三

十二片肉的肺74。〚从颜色〛：确定为红(色)的，如不太

成熟无花果的颜色。〚从形状〛：如一块没有切平的饼之

形状；有人说：如一叠屋瓦片的形状。当在(身体)里面未

饮、未食之时，由于业生之火上升而伤害(肺脏)，则如咀

嚼过的干草团，成为无味、无食素。〚从方位〛：(确定

肺脏)于上方。〚从处所〛：在身体里面的两乳之内，盖

覆及悬掛在心脏和肝脏的上方。此中，就如悬挂在旧仓库

里面的鸟巢不知道：〚我悬挂在旧仓库里面〛，旧仓库里

面也不知道：〚我悬挂着鸟巢〛；同样地，肺脏不知道：

〚我悬挂在身体里面的两乳之内〛，身体里面的两乳之内

也不知道：〚我悬挂着肺脏。〛(应当)对这些法存有的观

念和省察(它们)是……、非个人。〚从界限〛：确定以肺

脏及肺脏的(边际)部分为界限，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

的界限则与发相似。如此为从颜色等来确定肺脏。75 
                                                 
73  依照现代的〚解剖生理学〛，脾脏是由淋巴组织所构成。脾脏位于腹腔

的左季肋部，介于横隔膜与胃底部之间。长约 12 公分，宽 7 公分，重约

200 公克，略呈卵圆形，呈紫色，其大小常因人而有异。脾脏的功能有：

1.摧毁损坏的红血球；2.储存血液；3.制造淋巴球；4.制造抗体和抗毒素。 
74    Papphà sama§ santi yathà ñhà ne eva lambitvà  thoka§  parivattakama§ sa§ .

〚 〜 肺 肉 〝 ： 即 是 只 依 其 处 所 悬 挂 着 而 稍 微 旋 转 的 肉 。 〛 
(Vismò .i,p.307. ) 在 巴 利 原 文 ， 肺 脏 有 三 十 二 片 肉 ， 但 有 人 把

〚(dvatti§ sama§ sakhaõ ó a)三十二片肉〛译为〚两、三片肉〛；或者〚二

及三片肉〛。 
75  依照现代的〚解剖生理学〛，肺脏有左、右两个，右肺分为上、中、下

三叶，而左肺则有上叶及下叶。肺脏位于胸腔的两侧，有心脏及大血管介

于其间，上自头根部，下至橫隔膜，略呈圆锥形，上有肺尖，下为肺底。

肺脏被胸部的肋骨所保护。肺脏由支气管、小支气管、肺泡管，及成千上

万个肺泡所构成。肺中微小气囊为肺泡，它们聚集在小叶的囊中。小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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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肠-anta§ )－其次是在身体里面，男子有三十二

肘尺，女人有二十八肘尺，并有二十一个弯曲处的肠。

〚从颜色〛：确定为白(色)的，如砂石灰的颜色。〚从形

状〛：如切了头而盘绕在血槽之中的蛇形。〚从方位〛：

(确定肠)在(上下)二方。〚所处所〛：上面连结喉底，下

面(连结)大便道，所以处在喉底及大便道为边端的身体

【57】里面。此中，就如放在血槽里切了头的蛇尸不知

道：〚我被放在血槽里〛，血槽也不知道：〚切了头的蛇

尸放在我上面〛；同 样地，肠 不知道：〚我在身体里

面〛，身体的里面也不知道：〚肠在我(这里)。〛(应当)

对这些法存有的观念和(pg. 045)省察(它们)是……、非个

人。〚从界限〛：确定以肠及肠的(边际)部分为界限，这

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的界限则与发相似。如此为从颜色

等来确定肠。76 
                                                                                                       

合为若干分叶，分叶又组合为肺叶。肺泡是一个薄壁的气囊，其表面潮

湿，使空气与血液之间的气体交换，所以肺脏的主要功能是吸取空气进入

肺脏，再由肺泡将氧气送入血液，并将血液中的二氧化碳由呼吸道排出体

外。 
76  依照现代的〚解剖生理学〛，肠主要分为两部分：小肠和大肠。小肠起

于胃幽门括约肌处，终于回结肠瓣，盘旋在腹腔的中央及尾侧部，外面被

大肠所包围，约有6公尺长。小肠可分为三部分：十二指肠、空肠及回

肠。小肠由四层组织所构成：1.腹膜；2.不随意肌；3.黏膜下层──由蜂

窝组织所构成，含有血管、淋巴管和神经；4.黏膜衬壁──为小肠的皱

壁，有绒毛能吸收消化的食物而送到血液及淋巴管。大肠是消化道的末

段，始于右肠骨窝的盲肠，终于骨盆深处的直肠和肛门管，约1.5公尺

长。大肠可分为八部分：盲肠、阑尾、升结肠、橫结肠、降结肠、骨盆结

肠、直肠及肛门管。大肠由四层组织所构成：1.腹膜形成外衬；2.肌肉

层；3.黏膜下层──由蜂窝组织构成，含有血管、淋巴管、神经和类淋巴

组织等所构成；4.黏膜──能分泌黏液。小肠的功能有：1.使其内容物向

前推进；2.分泌肠液；3.完成消化作用；4.可消灭微生物；5.吸收养分。大

肠的功能有：1.吸收水分，使粪便形成半固态状；2.可分解无法消化的粗

细胞物质；3.可分泌并排出某些药物；4.有排粪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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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肠间膜-antaguõ a§ )－其次是在身体里面，在肠

之间的肠间膜。〚从颜色〛：确定为白(色)的，如白睡莲

根的颜色。〚从形状〛：如白睡莲根的形状；有人说：如

牛尿(gomutta)的形状。〚从方位〛：(确定肠间膜)在(上

下)二方。〚从处所〛：(肠间膜)是结住肠的二十一个弯

曲处之间，使不脱离于一边，犹如用锄头与斧头工作等的

人，当在拉曳(锄、斧等)器具的时候，以器具的绳(结住)

器具的板相似，也如擦脚垫的绳环在(诸绳环)之间以线缝

住(使不脱开)。此中，就如缝住擦脚垫绳环的线不知道：

〚我缝住擦脚垫的绳环〛，擦脚垫的绳环也不知道：〚我

被诸绳缝住〛；同样地，肠间膜不知道：〚我结住肠的二

十一个弯 曲处之间 〛 ，肠也不知道：〚 肠 间膜把我结

住。〛(应当)对这些法存有的观念和省察(它们)是……、

非个人。〚从界限〛：确定以肠间膜及肠间膜的(边际)部

分为界限，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的界限则与发相似。

如此为从颜色等来确定肠间膜。77 
 
(18.)(胃中物-udariya§ )－其次是在身体里面的胃中

物。〚从颜色〛：确定为吃下食物的颜色。〚从形状〛：

为滤水囊装了米而没有扎紧的形状。〚从方位〛：(确定

胃中物)在上方。〚从处所〛：在胃【58】中。所谓的

〚胃〛，是犹如压紧湿布的两方中央生起气泡相似的内脏

膜，外部光滑，而内部则如腐烂的肉包，犹如污秽的帕瓦

拉(pà và ra)花；有人说：犹如腐烂巴拉密果的内部。在(胃)

中，住着蛔虫、使长肿块的虫、如棕榈(纤维)细片的虫、

针口虫、如布线的虫及蛲虫，如此等三十二种虫类的家，

(它们)蠢动、群聚而行。当在没有饮食等的时候，它们跳
                                                 
77  肠间膜结于肠的曲折处，固定使肠不脫离曲折的位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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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叫唤，(pg. 046)侵害心脏的肉；当在饮食等的时候，它

们张口向上，把最初吞下的两三口(食物)，很快的便争夺

去了。胃实是那些虫类的生家、厕所、病房与坟墓。这胃

里面，犹如旃陀罗村庄门口的污水池，在秋天之时，天下

倾盆大雨，因水而泛滥出来的尿、粪，皮、骨、腱的碎

片，唾液、鼻涕、血等的种种污物，流到(池)中集合，混

杂泥水，过了两三天之后，便生蛆虫，更由日光的热力蒸

曛，在上面起了泡沫，变成了青黑色，是极臭且极厌恶

的；(那些污物)一点都没有前往或去看的价值，何况去嗅

或去尝呢！同样的，各种饮食用牙齿的杵来粉碎，用舌的

手来搅拌，混杂以唾液，在那一刹那，便已失去了原来所

具有的色、香、味等，(当时)犹如枣酱(koliyakula78)、狗

的呕吐物似的，再混杂以胆汁、痰与风，以及胃中消化之

火的蒸煮，杂以虫聚，在上面起了泡沫，成为极污浊、极

恶臭、极厌恶的状态；那样的(胃中物)，【59】即使听到

也会对饮食有不愉快的感觉，何况以慧眼观察呢！而且落

下(胃中)的饮食被分为五部分：一部分给生物〔虫聚〕吃

了，一部分给胃中之火烧掉了，一部分成为尿，一部分成

为粪，一部分成为液体而增长血肉等。此中，就如在极厌

恶狗槽里的狗呕吐物不知道：〚我在狗槽里〛，狗槽也不

知道：〚狗的呕吐物在我里面〛；同样地，胃中物不知

道：〚我在这个极厌恶的胃里〛，胃也不知道：〚胃中物

在我里面。〛(应当)对这些法存有的观念和省察(它们)

是……、非个人。〚从界限〛：确定以胃中物及胃中物的

(边际)部分为界限，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的界限则与

发相似。如此为从颜色等来确定胃中物。79 
                                                 
78  缅甸版为：〚koliyakhali〛。 
79  胃中物，即食糜，是胃中一切吃的、喝的、嚼的、尝的东西。 
   胃位于腹腔的腹上部、脐部、左季肋部等区域。胃的上端以贲门与食道相

接，下端以幽门与十二指肠上端相接。胃壁有四层组织所构成：1.外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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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粪-karãsa§ )－其次(pg. 047)是在身体里面的粪

〔大便〕。〚从颜色〛：确定大多是吞下食物的颜色。

〚从形状〛：是(粪所在)处所的形状。〚从方位〛：(确

定粪)在下方。〚从处所〛：在熟脏(结肠的S状部及直肠)

中。〚熟脏〛是指从肚脐以下到脊椎的根部(荐骨及尾骨)

之间，是肠的最后部分，高约八指宽，与竹笋的里面相

似。那里犹如在高处下雨，雨水流到低处，充满并停留在

那里；同样地，饮食等流到胃中，以胃火一再烧煮而成为

泡沫状，如研磨成粉使变成柔软一般，使成为柔软，然后

经肠管流下，犹如把黄黏土压入竹节一般，积集在(熟脏)

中。此中，就如压入在竹节里的黄黏土不知道：〚我在竹

节里〛，竹节也不知道：〚黄黏土在我里面〛；同样地，

粪不【60】知道：〚我在熟脏里〛，熟脏也不知道：〚粪

在我里面。〛(应当)对这些法存有的观念和省察(它们)

是……、非个人。〚从界限〛：确定以粪及粪的(边际)部

分为界限，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的界限则与发相似。

如此为从颜色等来确定粪。80 
 
(20.)(脑-matthaluï ga§ )－其次是在身体头盖腔里面

的 脑 髓 。 〚 从 颜 色 〛 ： 确 定 是 白 (色)的 ， 如 蘑 菇 团

(ahichattakapiõ ó i-伞菌团)的颜色；有人说：如已熬煮过

(而凝结)的牛乳81颜色。〚从形状〛：为(脑所在)处所的

形状。〚从方位〛：(确定脑髓)在上方。〚从处所〛：共
                                                                                                       

液层──由腹膜构成；2.肌肉层；3.黏膜下层──由蜂窝组织构成，含有

血管、淋巴管，和自主神经；4.黏膜层──能分泌胃液。 
80  粪便是呈半固状棕色物块，棕色是由于有胆色素的缘故。粪便的成分包

括：水分、不能消化的细胞物质、死及活的微生物、消化道的上皮细胞、

一些脂肪酸，以及大肠黏膜所分泌的黏液。黏液有润滑粪便的作用。 
81 〚已熬过的牛乳(vikkuthitaduddha)〛，缅甸版为：〚pakkuthitad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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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团脑髓依在四缝合线所接合的头盖腔内，犹如四个结

合的面粉团放在那里相似。此中，就如放在旧葫芦盘里的

面粉团或已熬过的牛乳不知道：〚我在旧葫芦盘里〛，旧

葫芦盘也不知道：〚面粉团或已熬过的牛乳在我里面〛；

同样地，脑髓不知道：〚我在头盖腔里面〛，头盖腔里面

也不知道：〚脑髓在我里面。〛(应当)对这些法存有的观

念和省察(它们)是……、非个人。〚从界限〛：确定以脑

髓及脑髓的(边际)部分为界限，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

的界限则与发相似。如此为从颜色等来确定脑髓。82 
 
(21.)(胆汁-pitta§ )－其次(pg. 048)是在身体有停滞的

及流动的两种胆汁 。 〚从颜色〛：确定 如 浓的马督咖

(madhuka)油的颜色；有人说：流动胆汁，如枯萎的阿枯

利(à kulã83)花的颜色。〚从形状〛：为(胆汁所在)处所的

形状。〚从方位〛：(确定胆汁)在(上下)二方。〚从处

所〛：流动的胆汁除了无肉之处的发、毛、爪、齿及坚

硬、干燥的皮肤之外，弥漫在其余的身体，犹如油滴(弥

漫)在水上相似；假如(流动的胆汁)激动之时，则两眼变

黄而动搖，而且四肢颤动。停滞的胆汁在心脏及【61】肺

脏 之 间 ， 依 附 在 肝 脏 的 肉 ， 储 藏 在 像 红 丝 瓜 囊

(rattakosà takãkosaka)84的胆囊里；假如(停滞的胆汁)激动

之时，则有情发狂，生颠倒心，弃舍惭愧，做不应做的

(事)，说不当说的(话)，思不应思的(想法)。此中，就如
                                                 
82  依照现代的〚解剖生理学〛，脑髓在颅腔内，约占全身体的五十分之

一。脑由五部分所构成：大脑、中脑、桥脑、延脑及小脑。其中，中脑、

桥脑及延脑又称为脑干。大脑有记忆、智慧、责任感、思维与推理、道德

观念，以及学习的功能，而且能感知痛觉、温度、压力、触觉、听觉、视

觉、嗅觉、味觉等功能。小脑有维持肌肉的紧张力，使各肌肉间协调及维

持身体的平衡。以上脑髓的功能与佛教的传统说法是不同的。 
83  缅甸版为：〚bakula〛。 
84  缅甸版为：〚mahà kosà takikosaka-大丝瓜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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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漫在水上的油滴不知道：〚我弥漫在水上〛，水也不知

道：〚我被油滴所弥漫〛；同样地，流动的胆汁不知道：

〚我弥漫着身体〛，身体也不知道：〚流动的胆汁弥漫着

我〛。并且就如在丝瓜囊里面的雨水不知道：〚我在丝瓜

囊里面〛，丝瓜囊也不知道：〚雨水在我里面〛；同样

地，停滞的胆汁不知道：〚我在胆囊里〛，胆囊也不知

道：〚停滞的胆汁在我里面。〛(应当)对这些法存有的观

念和省察(它们)是……、非个人。〚从界限〛：确定以胆

汁及胆汁的(边际)部分为界限，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

的界限则与发相似。如此为从颜色等来确定胆汁。85 
 
(22.)(痰-semha§ )－其次在身体里面约有一满钵的

痰。〚从颜色〛：确定是白(色)的，如无花果树的叶汁颜

色。〚从形状〛：为(痰所在)处所的形状。〚从方位〛：

(确定痰)在上方。〚从处所〛：在胃膜之中。当(pg. 049)
吞下食物之时，犹如水面上的浮萍及水草，当丢下一根木

头或一块石子之时，则分裂为二，但展开后又合而为一；

同样地，当食物吞下(胃中)之时，裂(痰)为二，但展开后

又合而为一。而且当(痰)在稀薄之时，则胃膜生起如成熟

的脓疮或腐败的鸡蛋一般，有极厌恶的尸体臭味，并有从

那里上升的臭气之呃，连口也臭得如腐败的尸体一般。这

会使人对他说：〚走开些！你吐出很臭的气。〛【62】然
                                                 
85  依照现代的〚解剖生理学〛，胆汁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胆汁的成分

有：水、矿物盐、黏液、胆盐、胆色素，及胆固醇。胆汁的功能有：1.有
乳化十二指肠内的脂肪的作用；2.胆色素是红血球的代谢废物，由胆汁排

出；3.胆汁在小肠时，能吸收维生素K和消化脂肪所须；4.使粪便着色，

有去臭的作用；5.有轻泻的作用。 
  储存胆汁的是胆囊，它是一个梨状形的小袋，由结缔组织将它系在肝脏的

下表面。胆囊的功能有：1.贮存胆汁；2.黏膜分泌黏液加入胆汁内；3.可吸

收水分，将胆汁浓缩；4.当吃下高脂肪的食物时，可将胆囊内的胆汁挤

出，送入十二指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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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痰厚厚的增加时，则如厕所的盖板相似，得以抑住

胃膜污秽物的臭气。此中，就如在污水池上的泡沫不知

道：〚我在污水池上〛，污水池也不知道：〚泡沫在我上

面〛；同样地，痰不知道：〚我在胃膜上〛，胃膜也不知

道：〚痰在我(这里)。〛(应当)对这些法存有的观念和省

察(它们)是……、非个人。〚从界限〛：确定以痰及痰的

(边际)部分为界限，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的界限则与

发相似。如此为从颜色等来确定痰。86 
 
(23.)(脓-pubbo)－其次是在身体的脓。〚从颜色〛：

确定如枯叶的(黄)颜色。〚从形状〛：为(脓所在)处所的

形状。〚从方位〛：(确定脓)在(上下)二方。〚从处

所〛：脓并没有固定的处所，在哪里积集便处在那里。当

身体被树桩所击伤，或被刺或被火焰等所伤的地方，血即

停在那里(并化了脓)，或者生了脓疮或疹子等，(脓)便在

那些地方。此中，就如树被斧头的刀锋等所砍的地方流出

的树脂不知道：〚我在树被砍的地方〛，树被砍的地方也

不知道：〚树脂在我上面〛；同样地，脓不知道：〚我在

身体被树桩、刺等所伤的地方，或在生了脓疮或疹子等的

地方〛，身体的部位也不知道：〚脓在我 上面。〛(应当)

对这些法存有的观念和(pg. 050)省察(它们)是……、非个

人。〚从界限〛：确定以脓及脓的(边际)部分为界限，这

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的界限则与发相似。如此为从颜色

等来确定脓。87 
 

                                                 
86  胃液是由胃壁的特殊分泌腺所分泌的，它包括：水、盐酸、矿物质、黏

液素、酵素，及内在分子。 
87  脓因坏了的血而生起的败坏物，在肉体受伤或败坏处显现。当细菌、霉

菌侵入体内时，患部组织坏死，白血球大量聚集，和病原体展开防卫战，

而坏死组织、白血球、病原体混合的液体则形成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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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血-lohita§ )－其次是在身体有积聚血和循环血

两种血。〚从颜色〛：确定积聚血如煮过且浓的虫漆汁颜

色【63】；循环血则如澄清的虫漆汁颜色。〚从形状〛：

一切都在自己所在处所的形状。〚从方位〛：(确定)积聚

血在上方，循环血则在(上下)二方。〚从处所〛：循环

血，除了无肉之处的发、毛、齿、爪等及坚固、干燥的皮

肤之外，随着静脉网而辫满一切执取〔有生命〕的身体；

积聚血约有一满钵之量，装满肝脏所在处的下方，在肾

脏、心脏、肺脏的上方，一点一点的滴流下去而滋润着肾

脏、心脏、肝脏及肺脏；当肾脏及心脏等不得(血的)滋润

之时，有情就渴了。此中，就如在老旧(并有漏洞)的罐子

(漏出并)滋润下面土块等的水不知道：〚我在老旧(并有

漏洞)的罐子里，并滋润下面的土块等〛，老旧(并有漏洞)

的罐子或在下面的土块等也不知道：〚水在我里面，或

(水)滋润着我们〛；同样地，血不知道：〚我在肝脏的下

方，并滋润肾脏、心脏等〛，肝脏的下方处或肾脏、心脏

等也不知道：〚血在我这里，或(血)滋润着我们。〛(应

当)对这些法存有的观念和省察(它们)是……、非个人。

〚从界限〛：确定以血及血的(边际)部分为界限，这是同

分的界限；不同分的界限则与发相似。如此为从颜色等来

确定血。88 
 
(25.)(汗-sedo)－其次是在身体的汗。〚从颜色〛：

确定如澄清芝麻油的颜色。〚从形状〛：为(汗所在)处所
                                                 
88  依照现代的〚解剖生理学〛，血液由血浆、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等

构成。其中血浆由水分、蛋白质、矿物质、营养物质、有机废物、荷尔

蒙、酵素及氧气等气体。血液有持续地供应氧气及养分给身体的各部分，

并运走废物，也将热量传输全身，并辅助防御微生物的侵袭。而红血球是

在红骨髓中制造的，内含血红素，当红血球通过肺脏时，血红素吸收氧

气，在红血球通过身体的其他部分时，则释放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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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状。〚从方位〛：(确定汗)在(上下)二方。〚从处

所〛：汗没有固定的处所，汗可能像血一样常在。当由于

火的热力、太阳的热力、气候的变化等(pg. 051)而身体发

热时，则从一切的发与毛孔流出(汗)来，犹如一束从水里

拔起来没有切平的莲须根及白睡莲的茎相似(滴下水来)，

因此那些(汗)〚从形状〛的确定，可以由发与毛的孔张开

【64】(而得了知)。再者，先前的导师们说：〚把持汗的

禅修者，可在充满于发与毛孔张开时，对汗作意。〛此

中，就如从张开的莲须根及白睡莲茎流出来的水不知道：

〚我从张开的莲须根及白睡莲茎流出来〛，张开的莲须根

及白睡莲的茎也不知道：〚我们流出水来〛；同样地，汗

不知道：〚我从张开的发孔与毛孔流出来〛，张开的发孔

与毛孔也不知道：〚我们流出水来。〛(应当)对这些法存

有的观念和省察(它们)是……、非个人。〚从界限〛：确

定以汗及汗的(边际)部分为界限，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

分的界限则与发相似。如此为从颜色等来确定汗。89 
 
(26.)(脂肪-medo)－其次是在身体的皮与肉之间的脂

肪。〚从颜色〛：确定如裂开的姜黄颜色。〚从形状〛：

为(脂肪所在)处所的形状。先就具福者的肥大身体而言，

辫满了皮与肉之间，如以姜黄染成的督枯拉(dukå la)布片

的形状；瘦者的身体则附着在他的小腿肉、大腿肉、脊椎

附近的背肉、胃周围的肉，如以姜黄染成的督枯拉(dukå la)
布的破片形。〚从方位〛：(确定脂肪)在(上下)二方。

〚从处所〛：辫满在肥大者的全身；附着于瘦者的小腿肉

等处。虽然称为油脂，但由于非常的厌恶，所以(人们)既
                                                 
89  依照现代的〚解剖生理学〛，汗液是由汗腺分泌的。汗液的主要成分

有：水份、钾、钠、氯、硫酸盐，及少量其它的废物。汗腺位于真皮内，

全身汗腺有三百多万条，每个汗腺都经由一条短的汗管连到皮表的小孔，

称作〚汗孔〛。当人体过热时，汗腺就会分泌汗液，以维持并调节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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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拿(脂肪)来当涂头的油，不用来作食用油，也不用来点

灯。此中，就如附着在肉堆以姜黄染成的督枯拉(dukå la)
破布片不知道：〚我附着在肉堆上〛，肉堆也不知道：

〚以姜黄染成的督枯拉破布片依附着我〛；同样地，脂肪

不知道：〚我附着在全身或小腿等肉上〛，全身或小腿等

肉也不知道：〚脂肪依附着我。〛(应当)对这些法存有的

观念和省察(它们)是……、非个人。〚从界限〛：确定脂

肪下面以肉，上面以皮肤，橫面以脂肪的(边际)部分(pg. 
052)为界限，这是同分的界限；【65】不同分的界限则与

发相似。如此为从颜色等来确定脂肪。90 
 
(27.)(泪 -assu) － 其 次 是 在 身 体 中 的 泪 。 〚 从 颜

色〛：确定为澄清芝麻油的颜色。〚从形状〛：为(泪所

在)处所的形状。〚从方位〛：(确定泪)在上方。〚从处

所〛：在诸眼窝中。然而这(泪)并不像胆汁在胆囊中那样

常积集在眼窝中，当有情心生欢喜而大笑之时，或生忧伤

而哭泣之时，或吃了特殊的食物之时，或者当因烟、灰尘

等侵入眼睛之时，则与喜、悲或特殊的食物等所引起的泪

则盈满眼眶并流出眼窝外。先前的导师们解释：〚再者，

把持泪的禅修者应当作意充满在眼窝的泪。〛此中，就如

在已切除顶部未成熟棕榈果核腔里的水不知道：〚我在已

切除顶部未成熟的棕榈果核腔里〛，已切除顶部未成熟的

棕榈果核腔也不知道：〚水在我们这里〛；同样地，泪不

知道：〚我在诸眼窝里〛，诸眼窝也不知道：〚泪在我们
                                                 
90  依照现代的〚解剖生理学〛，脂肪组织由充满脂肪小球的细胞所组成，

也就是由脂肪细胞所组成。脂肪细胞也可以在蜂窝组织的间质中见到。脂

肪组织用来支持器官，如肾脏及眼睛，在两束肌肉纤维之间也可发现；脂

肪也与蜂窝组织同处在皮肤下，使整个身体产生平滑连续的轮廓。脂肪的

功用有：1.产生能与热量；2.用来支持肾脏等器官；3.可输送脂溶性维生

素 A,D,E,K；4.提供神经鞘、胆固醇、皮脂分泌物等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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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 〛(应 当 )对 这 些 法 存 有 的 观 念 和 省 察 (它 们)

是……、非个人。〚从界限〛：确定以泪及泪的(边际)部

分为界限，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的界限则与发相似。

如此为从颜色等来确定泪。91 
 
(28.)(膏-vasà )－其次是在身体中，称为溶解油脂的

膏。〚从颜色〛：确定如散布在粥上面的油色。〚从形

状〛：为(膏所在)处所的形状。〚从方位〛：(确定膏)在

(上下)二方。〚从处所〛：在手掌、手背、脚掌、脚背、

鼻孔、额头与肩上。然而膏在这些地方并不是经常都是溶

解的，当火热、太阳热、气候的变化，或(体内地、水、

火、风四)界的变化之时，在那些(掌等)部位也生出热

来，这时就在那里流出溶解的(膏)来，犹如(沐浴过的)浴

缸里澄清水面上的薄膜(即上面浮上一层油脂的薄膜)一

般。此中(pg. 053)，就如覆盖在浴缸【66】水上的薄膜不

知道：〚我覆盖在浴缸的水上〛，浴缸的水也不知道：

〚薄膜覆盖在我们上面〛；同样地，膏不知道：〚我覆盖

在手掌等上〛，手 掌 等也不知道：〚膏 覆 盖在我们上

面。〛(应当)对这些法存有的观念和省察(它们)是……、

非个人。〚从界限〛：确定以膏及膏的(边际)部分为界

限，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的界限则与发相似。如此为

从颜色等来确定膏。92 
                                                 
91       依照现代的〚解剖生理学〛，眼泪由眼眶外侧上部的泪腺所分泌

的。眼泪包括：水份、盐类及溶菌酶(一种酵素)。眼泪不断的由泪腺分

泌，来润滑眼球，洗净污物或微生物。由于有溶菌酶的存在，所以有杀菌

的作用。当情感冲动时，眼泪的分泌增加，当无法全部流入鼻泪管时，则

会夺眶而出。 
92  油膏是油状的液体，可称为〚皮脂〛。皮脂出自皮脂腺，皮脂腺总是与

毛囊相连，可使皮肤和毛发柔软而坚韧。除了无毛的手掌和足底

之外，皮脂腺辫布全身，脸部及头顶的皮脂最多。鼻、额、头

皮、背部、胸部等皮肉较薄之处，皮脂腺粗而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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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唾-kheëo)－其次是在身体口里面的唾液。〚从

颜色〛：确定是白(色)的，如泡沫的颜色。〚从形状〛：

为(唾液所在)处所的形状；有人说：如大海的泡沫形状。

〚从方位〛：(确定唾液)在上方。〚从处所〛：从两颊侧

边向下流到舌头上。然而这(唾液)并不是经常都积聚在

(舌上)那里的；当有情看见或忆想某种食物，或把任何

热、苦、辣、咸、酸(味的食物)放进嘴里，或者心脏虚弱

及对某种物品产生厌恶时，则生出唾液并从两颊侧边向下

流在舌头上。在舌尖的唾液是稀薄的，在舌根的(唾液)是

浓的，而且当把磨了的米、饭或其它某种硬食〔副食品〕

放到口里时，(唾液)不断地流出来滋润(食物)，犹如在河

的沙堤所挖的洼坑，(不断地渗出)水来。此中，就如积在

河的沙堤所挖洼坑表面的水不知道：〚我积在洼坑的表

面〛，洼坑的表面也不知道：〚水停在我这里〛；同样

地，唾液不知道：〚我从两颊侧边向下流到舌头上〛，舌

头的表面也不知道：〚唾液从两颊侧边向下流到我上

面。〛(应当)对这些法存有的观念和省察(它们)是……、

非个人。〚从界限〛：确定以唾液及唾液的(边际)部分为

界限，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的界限则与发相似。如此

为从颜色等来确定唾液。93【67】 
 
(30.)(涕 -siï ghà õ ikà )－其次 (pg. 054)是在身体的鼻

涕。〚从颜色〛：确定是白(色)的，如嫩的棕榈果仁的颜

色。〚从形状〛：为(鼻涕所在)处所的形状；有人说：如

在蒸过的鼻腔不断地放入嫩藤的形状。〚从方位〛：(确
                                                 
93  依照现代的〚解剖生理学〛，有三对唾液腺分泌唾液入口腔内。唾液包

括：水、矿物盐、黏液素、酵素及唾液淀粉酶。唾液的功用有：1.消化作

用；2.滑润作用；3.清洁及滑润口腔。唾液的分泌受到自主神经的控制，

当看到、嗅到、尝到或想到食物时，则会引起流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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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鼻涕)在上方。〚从处所〛：充满在鼻腔里面。然而(鼻

涕)也不是经常都积聚在(鼻腔)那里的。譬如有男子用荷

叶包凝乳，假如他在下面用刺刺穿一个小孔，凝乳的澄液

则从小孔流出来；同样地，当有情哭泣，或因不适宜的饮

食，或者因气候变化而内界发生动乱〔四大不调〕之时，

则头中的脑髓变成像腐败的痰状物，流下经过口盖上部的

开孔，流入并充满鼻腔。此中，就如放在牡蛎里的腐败凝

乳不知道：〚我在牡蛎里〛，牡蛎也不知道：〚腐败的凝

乳在我里面〛；同样地，鼻涕不知道：〚我在鼻腔里〛，

鼻腔也不知道：〚鼻涕在我们里面。〛(应当)对这些法存

有的观念和省察(它们)是……、非个人。〚从界限〛：确

定以鼻涕及鼻涕的(边际)部分为界限，这是同分的界限；

不同分的界限则与发相似。如此为从颜色等来确定鼻涕。
94 

 
(31.)(关节滑液-lasikà )－其次是在身体里面的关节滑

液，它是在身体关节里面的黏滑污秽物。〚从颜色〛：确

定如咖尼咖拉(kaõ ikà ra)树脂的颜色。〚从形状〛：为(关

节滑液所在)处所的形状。〚从方位〛：(确定关节滑液)

在(上下)二方。〚从处所〛：在一百八十个关节里面，执

行滑润关节的作用。凡(关节滑液)少者，则在站起来、坐

下、前进、后退、弯曲、屈身或伸直之时，他的骨头就会

发 出 〚 咖 塔 咖 塔 (kañakaña)〛 的 声 音 ， 犹 如 弹 指 声 ，

【68】即使才走了一由旬或二由旬的路，也会因为风界的

扰动而肢体疼痛；然而，凡(关节滑液)多者，则在站起

来、坐下等之时，他的骨头不会发出〚咖塔咖塔〛的声
                                                 
94  鼻涕是从鼻孔流出的黏液，在感冒时，或者食用热或辛辣食物后，都会

大量分泌鼻水。鼻腔衬有可产生黏液的黏膜腺，其表面上细胞的腺也会不

断地拍打，将沾在上面的黏液往外鼻孔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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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虽然走了长远的路，也不会因为风界的扰动而肢体感

到疼痛。此中(pg. 055)，就如滑润油不知道：〚我在滑润

车轴〛，车轴也不知道：〚油在滑润我〛；同样地，关节

滑液不知道：〚我在滑润一百八十个关节〛，一百八十个

关节也不知道：〚关节滑液在滑润我们。〛(应当)对这些

法存有的观念和省察(它们)是……、非个人。〚从界

限〛：确定以关节滑液及关节滑液的(边际)部分为界限，

这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的界限则与发相似。如此为从颜

色等来确定关节滑液。95 
 
(32.)(尿-mutta§ )－其次是在身体里面的尿。〚从颜

色〛：确定如碱性豆汁的颜色。〚从形状〛：如装满在倒

臵水瓮里面的水形。〚从方位〛：(确定尿)在下方。〚从

处所〛：在膀胱的里面。所谓〚膀胱〛是指膀胱袋。譬如

把倒臵的藏瓮(peëà ghaña-多孔的瓮)放入污水池中，而污水

进入(瓮中)，然而无法了知(瓮水)所入之道；同样的，从

身体进入(膀胱里)的尿也无法了知它的所入之道，但放出

来之道则是明白的，当(膀胱中)的尿满了时，有情便想

着：〚我要小便〛，而忙于(小便了)。此中，就如放在污

水池中倒臵的藏瓮(peëà ghaña-多孔的瓮)里面的污水不知

道：〚我在倒臵的藏瓮〔多孔的瓮〕中〛，倒臵的藏瓮

〔多孔的瓮〕也不知道：〚污水在我里面〛；同样地，尿

不知道：〚我在膀胱里〛，膀胱也不知道：〚尿在我里

面。〛(应当)对这些法存有的观念和省察(它们)是……、

非个人。〚从界限〛：确定以膀胱里面以及尿的(边际)部

分为界限，这【69】是同分的界限；不同分的界限则与发
                                                 
95  关节滑液是关节囊内的滑膜或上皮细胞所分泌的一种黏稠液体，含有蛋

白成分，可作为关节的润滑剂，并作为囊内构造的营养物质，及帮助维持

关节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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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如此为从颜色等来确定尿。96 
如此为从颜色等来确定这三十二行相。 
 
当他如此从颜色等来确定这三十二行相时，由于所致

力于修习的发等熟练了，所以各部分的状态得以显现。从

那时开始，犹如明眼的男子观看用一条线贯穿了的三十二

种颜色的花所结成的花鬘，得以不前不后〔同时〕清楚地

(看到)一切的花一般；同样地，当(禅修者)以念观察这个

身体(pg. 056)：〚在此身体有发〛时，则一切诸法不前不

后〔同时〕地显现；当在诸发转向时，就能以念(从发)运

行到尿，就如用细棒梳(发)97时似的。从那时开始，就对

游走的人类、动物等舍弃了有情的行相，只是现起一堆

(三十二)部分的积聚而已；而且当(看见)他们在吞下饮食

时，只现起如投(食物)在(三十二)部分的积聚之中一般。 
(或许有人会问：)〚接着他应当做什么呢？〛回答

说：只应当对该相习行、修习、多作(修习)、确定已善确

定的。然而他如何对该相习行、修习、多作(修习)、确定

已善确定的呢？即他对发等以各部分的状态使现起相，即

是以(正)念固定、亲近、前往，使受正念之胎为〚习

行〛。增长在那里所获得的，或(增长)正念，称为〚修

习〛。〚多作(修习)〛是指一再地触击念相应的寻伺。

〚确定已善确定的〛即是对于已经善确定的，以念确定、

使理解、使固定，不要让它再消失。 
                                                 
96 依照现代的〚解剖生理学〛，尿液的成分有：水约96％、尿素、尿酸、肌

酸酐、磷酸盐、硫酸盐、草酸盐，和氯化物等。尿液是由肾脏的肾小体滤

制出来的。 
  尿液储存在膀胱。膀胱位于腹腔，但其大小及位臵随内容的尿量而改变。

膀胱接受上方左右两条输尿管来的尿液；尿液通过尿道而离开膀胱。当排

尿时，尿道两旁的括约肌松弛，尿液才得以离开膀胱。 
97 〚sa§ ku saõ hamà nà  va〛，缅甸版为：〚 asaõ ñhahamà nà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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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以【70】在先前所说的：〚(1.)依顺序，(2.)不

要太快，(3.)不要太慢，(4.)去除散乱，(5.)超越概念(6.)
放开顺序，(7.)安止，(8.)─(10.)三经典〛如此的十种作

意善巧。此中，当知以次第而作意为习行；以不过急及以

不过缓而作意为修习；以除去散乱而作意为多作(修习)；

以超越假名等而作意为确定已善确定的。 
(1.)在此，(或许有人会问)说：〚然而如何依顺序等

来作意这些法呢？〛(回答)说：当作意了发之后，接着即

作意毛而不是(作意)爪；同样地，当作意了毛之后，接着

即作意爪而不是(作意)齿；在(其余的)一切处也是如此方

式。为什么呢？当在以跳一个而作意时，则犹如无技巧的

男子在爬三十二级的阶梯一般，以跳级而爬，不但身体疲

劳并从阶梯上(pg. 057)掉下来，而且无法达成其攀登；同

样地，他(在三十二身分以跳级而作意者，)不但无法证得

由修习成就所应得的安稳〔酥息〕，只是心疲劳并从修习

三十二行相上掉下来，而且无法达成其修习。 
(2.)再者，依顺序而作意者也应当以〚不要太快〛来

作意〚发、毛〛。譬如有男子在前往旅行时，(由于作意

太快)而无法观察平坦、不平、树木、高处、低处、叉路

等路相，因此无法善巧其旅途〔道〕，而且即使到达旅途

的终点(也不知道)；同样地，当作意太快时，由于无法观

察颜色、形状等三十二行相的相，因此无法善巧三十二行

相，而且即使到达业处的终点(也不知道)。 
(3.)再者，就如不要太快，同样的也〚不要太慢〛来

作意。譬如有男子在前往旅行时，(由于作意太慢)而被途

中的树木、山、池溏等所耽搁，不但无法到达想要前往的

地方，而且只会在途中遭遇狮子、老虎等不幸与灾难；同

样地，当作意太慢时，不但无法获得修习三十二行相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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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71】，而且只会遭遇欲寻等不幸与灾难，成为破坏修

习的障碍。 
(4.)再者，以不要太慢而作意者也应当以〚去除散

乱〛来作意。以去除散乱是指当在作意时，不要让心散乱

在建筑等其它(所缘)。当心散乱在外面的(各种所缘)时，

则对发等(所观照)的心即没有定而(落入)寻〔心散乱〕，

不但无法获得修习的成就，而且只会在当中遭遇不幸与灾

难，犹如菩萨的朋友们在前往塔咖希腊(Takkasilà ) 98一

般。当心不散乱时，则对发等(所观照)的心即有定的寻，

则能获得修习的成就，犹如菩萨成功地抵达塔咖希腊国。

当他如此以断除散乱而作意时，由于增上行与胜解，则那

些法即从不净、颜色或从空现起〔显现〕。 
(5.)接着以超越概念来作意那些法。〚以超越概念〛

是指超越、舍去了〚发、毛〛如此等通俗的名称，只是依

所现起的作意为不净等。是如何呢？(pg. 058)譬如人们前

往而住在森林，由于对地形方位还不熟悉，为了知道(已

经发现有)水的地方，就以折断树枝等来作辬记，依照该

(辬记)而前往并使〔受〕用水；当他们已经熟悉了地形方

位时，即可舍去、不作意该辬记，而直接前往有水的地

方，而使〔受〕用水；同样地，首先以发、毛等该通俗的

名称来作意那些法，当对那些法现起了不净等的其中一种

时，则可超越、舍去了该通俗的名称，而只从不净等来作

意。 
在此(可能会有人问)说：〚然而这些法如何从不净等

现起呢？如何从颜色(现起)呢？如何从空(现起)呢？再

者，如何作意这些为不净呢？如何(作意)为颜色呢？如何

(作意)为空呢？ 
                                                 
98  塔咖希腊(Takkasilà )是古都名，菩萨的朋友们等即出自〘本生经〙的故

事。(J.i,p.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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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回答如下：)发有依颜色、依形状、依气味、依所

依、依处所五种而现起为不净，即以这五法而作意为不

净，即是：发依颜色的【72】不净是极为厌恶、讨厌的，

当人们在白天看见头发颜色的纤维或线掉在饮食上时，由

于头发之想，即使喜欢的饮食也会把(它们)倒掉或感到厌

恶。依形状也是不净的，(当人们)在晚上触到头发形状的

纤维或线掉在饮食上时，由于头发之想，即使喜欢的饮食

也会把(它们)倒掉或感到厌恶。依气味也是不净的，当没

有使用涂油、花、烟等，头发的气味是极厌恶的；若(把

头发)投入火中，在嗅到头发的气味后，有情会把鼻子闭

住，也会把脸移开〔扭曲〕。依所依也是不净的，由他们

所流出的胆汁、痰、脓、血(等)而积集、成长、增长、广

大，犹如在人们流出各种不净的垃圾堆所生的稻米、(野

菜)等，(依不净处而生、成长)。依处所也是厌恶的，(发

所生的处所)是在毛等极厌恶的三十一污秽堆之上，而且

在包覆着人们头顶的湿皮上，犹如在(人们流出各种不净

的)垃圾堆所生的稻米、(野菜)等(在不净处生)。在毛等

也是同样的方式。到此为当这些法现起不净时作意为不

净。 
当它们从颜色现起时，这时头发则以褐(nãla-青)辫

(kasiõ a)现起99；同样的，毛也是(以褐辫现起)；牙齿则是

以白辫现起，(其余的)一切处也是同样的方式(pg. 059)，
只是对这些作意为辫。如此为从颜色现起时作意为颜色。 

当它们从空现起时，这时头发则以辨识坚厚〔密集〕

的差别，或由食素八法聚来现起；毛等也是同样的(方
                                                 
99  缅甸版为：〚Yadi panassa vaõ õ ato upaññhahanti, atha kesà  nãlakasiõ avasena 

upaññhahanti.(当对它们从颜色现起时，这时在头发则以褐(nãla 青)辫现

起 ) 〛 ， 锡 兰 版 则 为 ： 〚 Yadi panassa vaõ õ ato upaññhahanti, asubhato 
manasikaroti. (当对它们从颜色现起时，即作意为不净。)〛，今依缅甸版

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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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依所现起的，而作意该(现象)。如此为从空现起时

作意为空。 
(6.)当如此作意时，也应当以放开顺序来作意这些

法。〚放开顺序〛即是当他已经现起了不净等的其中之一

时，即放开发的作意100。譬如水蛭用尾巴攀住一个地方，

以期待(心)再用嘴巴攀住另一个地方，当已攀住时，就放

开(先前用尾巴所攀住的)；同样地，在(作意了)头发，以

期待(心)再作意毛，当已经建立起毛的作【73】意时，即

放开发(的作意)；(其余的)一切处也是同样的方式。 
(7.)(以安止)当如此以放开顺序来作意时，在那些法

则现起不净等其中之一，而且其余的也都会现起，并且会

更清楚的现起。在这些法从不净现起时，则会更清楚的现

起。譬如猎人在有三十二棵棕榈树的棕榈林要(捕捉)猕

猴，(猎人使猕猴)一棵树又一棵树顺次来回不停地跑，直

到(猕猴)疲倦，最后停在一棵被坚硬棕榈叶所包覆的棕榈

心上；同样地，禅修者在这个有三十二部分的身体要(捕

捉)心猕猴，(禅修者使心)一部分又一部分顺次不停地

跑，当在各种所缘来回地跑时，因没有希求而感到疲倦；

接着依于比较熟练的头发等法，或比较适合性行，或者

(过去)先前的增上行而住立在近行(定)；接着一再地思

虑、思寻了该(禅)相后，依次地生起了初禅；以该(定)为

基础致力于(修习)观(vipassanà )，(直到)证得圣位。 
在这些法从颜色现起时，(则会更清楚的现起)。譬

如……猕猴，……；接着依于比较熟练的头发等法，或比

较适合性行(pg. 060)，或者(过去)先前的增上行而住立在

近行(定)；接着一再地思虑、思寻了该(禅)相后，由青辫

或黄辫依次地生起五(种)色界禅；以该(定)为基础而致力

于(修习)观(vipassanà )，(直到)证得圣位。 
                                                 
100   缅甸版为：〚kese mu¤ citvà  lome manasikaronto(放开发而作意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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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法从空现起时，则他从特相作意；当他从特相

作意时，即以四界差别来证得近行禅那；(8.)─(10.)(以

三经典)接着当在作意时，他对那些法以三经典的无常、

苦、无我来作意【74】，这是观(vipassanà )的方法，他致

力于(修习)这观(vipassanà )，而且依次地修行，(直到)证

得圣位。 
到此为对所问的：〚然而如何依顺序等来作意这些法

呢？〛的回答；以及对所说的〚当知是解释(不净业处的)

修习(方法)〛，该义已经阐明了。 
 

(杂论的方法) 
现在为了对这三十二行相的解释能更熟悉、练达，当

知这杂论的方法： 
从相以及从特相，从界并且由从空， 
及从所知的蕴等，确定三十二行相。 

此中，〚从相〛：如此以所说的方式，在这三十二行

相有一百六十(种)相，禅修者以那些方法从各部分来把持

三十二行相，即是：头发的颜色相、形状相、方位相、处

所相，及界限相的五(种)相；在毛等也是同样的(有五种

相)。 
〚从特相〛：在三十二行相有一百二十八(种)特相，

禅修者以那些方法从特相来作意三十二行相(pg. 061)，即

是：头发有坚硬的特相、凝聚的特相、热性的特相，及推

动的特相之四(种)特相；在毛等也是同样的(有四种特

相)。 
〚从界〛：依：〚诸比库，这个男子有六界〛所说

的，在三十二行相的界则有一百二十八界，禅修者以那些

方法从界来把持三十二行相，即是：凡头发的坚硬性为地

界，凝聚性为水界，辫熟性为火界，支持性为风界而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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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在毛等也是同样的(有四界)。 
〚从空〛：在三十二行相有一百二十八空，禅修者以

那些方法来对三十二行相观照空，即是：在头发的【75】

地界是水界等的空；同样地，水界等是地界等的空，而有

四空；在毛等也是同样的(有四空)。 
〚从蕴等〛：在三十二行相，当头发等包括在蕴等

时：〚头发有多少蕴呢？(头发)有多少处呢？(头发)有多

少界呢？(头发)有多少谛呢？(头发)有多少念处呢？〛当

知以如此等方法来判定。 
当他如此了知时，身体看似草聚及木片聚。如说： 

没有有情、人、男子，没有个人可以得， 
这个身体只是空，犹如草聚、木片聚。 

再者： 
心寂静行者，进入空闲处， 
正观照于法，得受超人乐。101 

如此对所说的超人乐即已离不远了。接着： 
由他正思惟，诸法之生灭， 
得喜与愉悦，他知那不死。102 

如此(pg. 062)为由所说的观所生的喜与愉悦。在享受该

(喜悦)时，亲近了圣人不久，即可体证没有老死──不死

的涅盘。 
 

〘小诵经〙的注释－〘阐明胜义〙 
〘三十二行相〙的解释已结束 

 
 

                                                 
101 Dhp.p.105,v.373.但当中的〚bhikkhuno-比库〛，在此为〚tà dino-如此者(在

此译为〜行者〝)〛。 
102 Dhp.p.105,v.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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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问童子文注  
Kumà rapa¤ havaõ õ anà  

 
   (1.ß Eka§  nà ma ki§ û ?  ß Sabbe sattà  à hà raññhitikà û . 

2.ß Dve nà ma ki§ û ?  ß Nà ma¤ ca rå pa¤ caû . 
3.ß Tãõ i nà ma ki§ û ?  ß Tisso vedanà û . 
4.ß Cattà ri nà ma ki§ û ?  ß Cattà ri ariyasaccà niû . 
5.ß Pa¤ ca nà ma ki§ û ?  ß Pa¤ cupà dà nakkhandhà û . 
6.ß Cha nà ma ki§ û ?  ß Cha ajjhattikà ni à yatanà niû . 
7.ß Satta nà ma ki§ û ?  ß Satta bojjhaï gà û . 
8.ß Aññha nà ma ki§ û ?  ß Ariyo aññhaï giko maggoû . 
9.ß Nava nà ma ki§ û ?  ß Nava sattà và sà û . 

10.ß Dasa nà ma ki§ û ?  ß Dasahaï gehi samannà gato 
`arahà 'ti vuccatãû ti. 
一是什么？一切有情依食而住。 
二是什么？名与色。 
三是什么？三受。 
四是什么？四圣谛。 
五是什么？五取蕴。 
六是什么？六内处。 
七是什么？七觉支。 
八是什么？八圣道支。 
九是什么？九有情居。 
十是什么？由具有十支而称为〚阿拉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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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示的缘起) 
现在顺次来到解释：〚一是什么？〛如此等〘问童子

文〙的涵义。在说明了(开示)它们的缘起及排在这里的目

的后，我们将解释其义。 
以 下 是(开 示)它们的缘起：世尊有位名为梭帕咖

(Sopà ka)的大弟子。该尊者只在生年七岁即证得了完全智

(的阿拉汉)。世尊想要经由问答来听许授与(他)具足戒，

为了(世尊)自己来问的意趣【76】以见到(他的)回答能

力，在问了〚一是什么？〛如此等问题，而他回答了，并

且世尊对该回答(感到)心满意，该尊者因此受了具足戒。

这是(开示)它们的缘起。 
 

(排在这里的目的) 
由于已经阐明由〘皈依〙以随念佛、法、僧来修习

心，以〘学处〙来修习戒，并且以〘三十二行相〙来修习

身，现在为了以各种方式来显示修习慧之门，因此把这些

回答排在这里。或者由于戒是定的足处，而且定是慧的足

处，如说： 
〚住戒有慧人，修习(pg. 063)心与慧。103〛 

因此当知在显示了以学处为戒，而且以三十二行相的该行

处为定，为了显示得定心所资助的种种法为慧的种类，因

此(把这些回答)排在这里。这是把它们排在这里的目的。 
 

(解释问题) 
(解释「一是什么」的问题) 
(一是什么？一切有情依食而住。Eka§  nà ma ki§ ? 

Sabbe sattà  à hà raññhitikà .) 
现在解释它们的涵义：世尊(问：)〚一是什么？〛由

                                                 
103   S.i,p.13; Vis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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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一法，当比库完全地厌离时，即可逐渐地作证苦的尽

头〔苦边〕；并且由于当这位尊者在厌离时，即逐渐地作

证了苦的尽头〔苦边〕，因此(世尊)问了关于该法的问

题。长老回答：〚一切有情依食而住〛，乃是以个人(通

俗)的开示方式104(而回答的)。而在：〚然而，诸比库，

什么是正念呢？在此，诸比库，比库安住于身随观身
105〛，如此等诸经，即是关于如此回答(以通俗开示方式)

的例证。 
在此，当知由于食物而一切有情(得以生存)，所以称

为〚依食而住〛，或者由于该食是那些(有情)所依存的食

(素)，所以当长老在被问：〚一是什么？〛时，而(如此)

解说。在此世尊对〚一〛的意趣，既不是在教内所知的，

也不是(教外)世间的其它地方所说的〚一〛；对【77】

此，即世尊所说的：〚诸比库，当比库对一法完全地厌

离，完全地离贪，完全地解脱，完全地观边际时，在正现

观后，即于现法作证苦的尽头〔苦边〕。是哪一法呢？即

一切有情依食而住。诸比库，当比库对这一法完全地厌

离，……作证苦的尽头〔苦边〕。(先前)所说的一问、一

说示、一回答者，乃是缘此而说的。106〛再者，在此的

〚依食而住〛，就如在：〚诸比库，有净相，当对此食多

作不如理作意时，未生起的贪欲即会生起。107〛如此等的

缘，所以称为〚食〛。以如此(pg. 064)的〚缘〛而取了

〚食〛字，所以把依缘而住称为〚依食而住〛。假如在说

〚依食而住〛是关于四食的话，由：〚无想有情天是无因
108、无食、无触、无受的109〛之语，则〚一切(有情)〛的
                                                 
104   puggalà dhiññhà nà ya desanà ya. 
105   D.ii,p.313. 
106   A.v,pp.50~1. 
107   S.v,p.64. 
108   即没有贪、瞋、痴、无贪、无瞋及无痴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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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将是不适宜的了，(所以在此并非指四食)。在此，即使

如此说时，由：〚什么法是有缘呢？五蕴，即：色蕴、

(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之语，只有诸蕴是适合于依

缘而住的，而且这句就不适合用在诸有情了。因此不应如

此理解。为什么呢？因为蕴只是成为有情的隐喻〔通俗用

法〕而已；蕴实在是成为有情的隐喻〔通俗用法〕。为什

么呢？因为诸蕴是由衍生〔执取〕而得了知的。是什么

呢？犹如村庄是诸房舍的隐喻〔通俗用法〕。由于房舍是

由村庄的衍生〔执取〕而得了知的，当村庄的一间、两间

或三间房舍被烧了时，则(说成)：〚村庄被烧了〛，如此

房舍则被隐喻〔通俗用法〕成村庄；同样地，当知在诸蕴

以缘义的这个隐喻〔通俗用法〕为依食【78】而住时，

(说)成了：〚有情依食而住〛。而且从胜义〔究竟义〕而

言，当知诸蕴只是在生、在老、在死时，以及世尊所说

的：〚比库，你是刹那刹那地在生、在老、在死〛，显示

诸蕴只是隐喻〔通俗用法〕为诸有情而已。由此当知由

〚一〛的缘而称为食的，为一切有情依食住，或食为他们

所依存的。由于食或依食而住实在是无常性的原因，所以

是厌离的原因。再者，由于称为一切有情，所以当在由见

到诸行的无常性而厌离时，即逐渐地作证苦的尽头〔苦

边〕，证得胜义〔究竟义〕的清净，如说： 
〚〜一切行无常〝，当以慧见时， 
   得厌离于苦，此是清净道。110〛 

而且在此的〚一是什么？(eka§  nà ma ki§ )〛有〚肯

(ki§ )〛和〚奇哈(ki ha)〛两种诵法。当中，锡兰人诵成

〚奇哈(ki ha)〛，在应当说〚肯(ki§ )〛时，他们说成

〚奇哈(ki ha)〛。有些(加)读〚哈(ha)〛的不变词，而且
                                                                                                       
109   Vbh.p.419. 
110   Dhp.p.78,v.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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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上座(部)的传统，然而两者只是一义，随其喜乐，

即可读诵。而如在：〚被乐所触或被苦(所触)(sukhena p
huññho atha và  dukhena)〛，以及：〚他领受苦及忧(dukk
ha§  domanassa§  pañisa§ ved-eti)〛，如此等(经文的例子)

(pg. 065)，有些地方(诵)成〚杜康(dukha§ )〛，有些地方

则(诵)成〚杜康(dukkha§ )〛；同样地，有些地方(诵)成

〚也康 (eka§ )〛,有些地方则(诵)成〚也康(ekka§ )〛，

而在此只是诵成：〚一是(eka§  nà ma)〛。 
 

(解释「二是什么」的问题) 
( 二 是 什 么 ？ 名 与 色 。 Dve nà ma ki§ ? Nà ma¤ ca 

rå pa¤ ca.) 
如此大师对此问答(感到)心满意，再以前面的方式更

问：〚二是什么？〛的问题。在说出〚二〛后，长老以法

(──胜义谛)的开示方式111来回答：〚名与色〛。此中，

由于倾向而面对所缘，而且由于心倾向因的一切【79】非

色，所以称为〚名(nà ma§ )〛；然而只是以厌离因的有漏

法为这里的意趣。 
以变坏义的四大种及其所造而转起的一切色，称为

〚色(rå pa§ )〛，该(所有)一切(色法)都是这里的意趣。

只有所说的：〚二是指名与色〛，才是这里的意趣，而非

其余的二，如说：〚诸 比库，当比库对二 法完全地厌

离，……作证苦的尽头〔苦边〕。是哪二(法)呢？即名与

色。诸比库，当比库对这二法完全地厌离，……作证苦的

尽头〔苦边〕。(先前)所说的二问、二说示、二回答者，

乃是缘此而说的。112〛再者，当知由于只见到名色而舍断

我见，当在(修)无我随观的(解脱)门而厌离时，即逐渐地
                                                 
111   dhammà dhiññhà nà ya desanà ya. 
112   A.v,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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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证苦的尽头〔苦边〕，证得胜义〔究竟义〕的清净，如

说： 
〚〜一切行无我〝，当以慧见时， 
得厌离于苦，此是清净道。113〛 

 
(解释「三是什么」的问题) 
(三是什么？三受。Tãõ i nà ma ki§ ? Tisso vedanà .) 
现在大师对此问答(感到)心满意，再以前面的方式更

问：〚三是什么？〛的问题。在说出〚三〛后，长老在见

到所应答义的数词适宜之(阴阳词)性时，回答：〚三

受〛。或者当知这里他所说的意思乃是显示：〚当世尊在

说〜三受〝时，我理解(pg. 066)即是所说的〜三〝是此

义。〛由无碍解的种类，实在有各种(法)门的开示，得以

达到优雅的开示。然而有人说：这个〚三〛是多余出来的

字(但这种主张并不正确)。只有前面的方式才是这里所说

的：〚三受〛，而非其余的三，如说：〚诸比库，当比库

对三法完全地厌离，……作证苦的尽头〔苦边〕。是哪三

(法)呢？即三受。诸比库，当比库对这三法完全地厌

离，……作证苦的尽头〔苦边〕。(先前)所说的三问、三

说示、三回答者，乃是【80】缘此而说的。114〛并且在此

是依照经典所说的：〚我说：〜凡所感受的，一切都是

苦〝115〛；或者： 
〚见乐作苦想，见苦如箭刺， 
见不苦不乐，观照为无常。116〛 

当知如此依三受的苦苦、变易苦及行苦，由见到苦性而舍
                                                 
113   Dhp.p.78,v.279. 
114   A.v,p.51. 
115   S.ii,p.53; iv,p.216. 
116  S.iv,p.207.  古译〘杂阿含经〙为：〚观乐作苦想，苦受同剑刺，于不苦

不乐，修无常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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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乐想。当在(修)苦随观的(解脱)门而厌离时，即逐渐地

作证苦的尽头〔苦边〕，证得胜义〔究竟义〕的清净，如

说： 
〚〜一切行是苦〝，当以慧见时， 
得厌离于苦，此是清净道。117〛 

 
(解释「四是什么」的问题) 
( 四 是 什 么 ？ 四 圣 谛 。 Cattà ri nà ma ki§ ? Cattà ri 

ariyasaccà ni.) 
如此大师对此问答(感到)心满意，再以前面的方式更

问：〚四是什么？〛的问题。在此，回答这个问题有些地

方是类似于前面(所说)方式四食的目的，如说：〚诸比库

(pg. 067)，当比库对四法完全地厌离，……作证苦的尽头

〔苦边〕。是哪四(法)呢？即四食。诸比库，当比库对这

四法完全地厌离，……作证苦的尽头〔苦边〕。(先前)所

说的四问、四说示、四回答者，乃是缘此而说的。118〛有

些处则是指四念处，在已善修心后，即逐渐地作证苦的尽

头〔苦边〕，如咖将嘎拉(Kajaï galà )比库尼所说的：〚诸

贤友，当比库对四法已完全地善修习心，完全地观边际，

在正现观后，即于现法【81】作证苦的尽头〔苦边〕。是

哪四(法)呢？即四念处。诸贤友，当比库对这四法已完全

地善修习心，……作证苦的尽头〔苦边〕。世尊所说的四

问、四说示、四回答者，乃是缘此而说的。119〛然而这里

的〚四〛，无论由四圣谛的意趣从随觉与通达来断除有

〔生命体〕的渴爱，或者由于只是回答的方式来回答，在

说出〚四〛后，长老回答：〚四圣谛〛。 
                                                 
117   Dhp.p.78,v.279. 
118   A.v,p.52. 
119   A.v,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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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四(cattà ri)〛－为数目的区分。 
〚圣谛(ariyasaccà ni)〛－即诸圣的谛；即是非不实、

非欺瞒的涵义，如说：〚诸比库，这四圣谛真实、非不

实、非其它方式，因此称为〜圣谛〝。120〛或者由于应受

含有天的世间恭敬，而称为〚应当信赖〛；或者由于称为

应当精勤处的行动入门(aye iriyanato)，或在非行动的非入

门(anaye na iriyanato)；或由于使致力于三十七菩提分的

圣法；(或者)由于被称圣者的佛陀、巴支咖佛〔辟支佛〕

及佛陀的弟子们所通达，因此称为〚圣谛〛，如说：〚诸

比库(pg. 068)，有这四圣谛。(即苦圣谛、苦集圣谛、苦

灭圣谛、导至苦灭的道圣谛)……。诸比库，有这四圣

谛。由于被诸圣者所通达，因此称为〜圣谛〝。〛再者，

由于是圣121世尊的谛故为圣谛，如说：〚诸比库，在含有

天的世间……及人(的世间中)，如来是圣者。因此称为

〚圣谛〛。122〛或者由此现自觉性而成就圣位，故为圣

谛，如说：〚诸比库，由于如来已经如实自觉了这四圣

谛，所以称为阿拉汉、正自觉者。123〛这是它们的字义。

由于随觉与通达圣谛而断除有〔生命体〕【82】的渴爱，

如说：〚诸比库，当随觉、通达了这苦圣谛，(随觉、通

达了这苦集圣谛，随觉、通达了这苦灭圣谛，)随觉、通

达了这导至苦灭的道圣谛，则断了有〔生命体〕的渴爱、

尽了有〔生命体〕的引导者，现在即没有再 有〔生命

体〕。124〛 
 

(解释「五是什么」的问题) 
                                                 
120   S.v,p.435. 
121

 〚圣(ariyassa)〛一字，缅甸版有而锡兰版从缺。 
122   S.v,p.435. 
123   S.v,p.433. 
124   S.v,p.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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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是 什 么 ？ 五 取 蕴 。 Pa¤ ca nà ma ki§ ? 
Pa¤ cupà dà nakkhandhà .) 

大师对此问答(感到)心满意，再以前面的方式更问：

〚五是什么？〛的问题。在说出〚五〛后，长老回答：

〚五取蕴〛。此中，〚五(pa¤ ca)〛－为数目的区分。 
使生取着〔执取〕或生取着〔执取〕者的蕴为〚取蕴

(upà dà nakkhandhà )〛；即凡任何有漏、取着的色、受、

想、行、识为其同义词。而且在此只是先前所说方式的

〚五取蕴〛，而不是其它的五，如说：〚诸比库，当比库

对五法完全地厌离，……作证苦的尽头〔苦边〕。是哪五

(法)呢？即五取蕴。诸比库，当比库对这五法完全地厌

离，……作证苦的尽头〔苦边〕。(先前)所说的五问、五

说示(pg. 069)、五回答者，乃是缘此而说的。125〛而且在

此当他思惟五蕴的生灭而获得了不死的观〔维巴萨那〕

时，即逐渐地作证不死的涅盘，如说： 
〚由他正思惟，诸法之生灭， 
得喜与愉悦，他知那不死。126〛 

 
(解释「六是什么」的问题) 
(六是什么？六内处。Cha nà ma ki§ ? Cha ajjhattikà ni 

à yatanà ni.) 
如此大师对此问答(感到)心满意，再以前面的方式更

问：〚六是什么？〛的问题。在说出〚六〛后，长老回

答：〚六内处〛。此中，〚六(cha)〛－为数目的区分。 
由于必须与自己有关，或者关于自己而转起，所以为

〚内(ajjhattika)〛。 
由于是入处，或由于是来入的起源，或者由于引导而

                                                 
125   A.v,p.52. 
126   Dhp.p.105,v.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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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轮回【83】之苦，所以为〚处(à yatana)〛；此即是

眼、耳、鼻、舌、身、意的同义词。而且在此只是先前所

说方式的〚六内处〛，而不是其它的六，如说：〚诸比

库，当比库对六法完全地厌离，……作证苦的尽头〔苦

边〕。是哪六(法)呢？即六内处。诸比库，当比库对这六

法完全地厌离，……作证苦的尽头〔苦边〕。(先前)所说

的六问、六说示、六回答者，乃是缘此而说的。127〛而且

六内处由：〚诸比库，〜空村〝即是这六内处的同义词
128〛之语是空的；由于犹如泡沫、海市蜃楼等一般不久

住，所以是虚幻的；而且当在观虚幻不实而厌离时，即逐

渐地作证苦的尽头〔苦边〕，脱离死王的视域，如说： 
〚视如(pg. 070)水上泡沫，视如海市蜃楼， 
当观世间如此，死亡即看不见。129〛 

 
(解释「七是什么」的问题) 
(七是什么？七觉支。Satta nà ma ki§ ? Satta bojjhaï gà .) 
大师对此问答(感到)心满意，更问：〚七是什么？〛

的问题。即使在大问答130所说的是七识住，然而为了显示

当比库对诸法善修习心后，即作证苦的尽头〔苦边〕，所

以长老回答：〚七觉支〛。而且此义也是世尊所赞同的，

如说：〚居士们，咖将嘎拉(Kajaï galà )比库尼是贤智者；

居士们，咖将嘎拉比库尼是大慧者。居士们，假如你们来

到我这里询问此义，我也将如咖将【84】嘎拉比库尼所回

答的那样回答你们。131〛她是如此回答的：〚诸贤友，当

比库对七法已完全地善修习心，……，即于现法作证苦的
                                                 
127   A.v,p.52. 
128

  S.iv,p.174. 
129   Dhp.p.48,v.170. 
130  〚大问答(mahà pa¤ habyà karaõ a)〛，即在〘增支部〙A.v,p.53. 所说的。 
131   A.v,pp.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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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头〔苦边〕。是哪七(法)呢？即七觉支。诸贤友，当比

库对这七法已完全地善修习心，……作证苦的尽头〔苦

边〕。世尊所说的七问、七说示、七回答者，乃是缘此而

说的。132〛当知此义是世尊所赞同的。 
此中，〚七(satta)〛－为排除不足或太多的数目区

分。 
〚觉支(bojjhaï ga)〛－为念、择法、精进、喜、轻

安、定及舍等诸法的同义词。 
以下是字义(的解释)：当在世间、出世间道生起的刹

那，由于对退缩、掉举、停滞、挣扎，以及沉溺于(感官)

欲乐及自我折磨(的苦行)，并持有断见及常见(等)各种祸

害所敌对而称为念、择法、精进、喜、轻安、定及舍的法

和合了，由于该圣弟子觉悟了，所以为觉〔菩提〕；即是

他从烦恼的相续睡眠醒来了，或通达了四圣谛，或者只是

作证涅盘而说的。如说：〚在修习了七觉支后，现自觉了

无上正(pg. 071)自觉。133〛或者圣弟子对依所说种类的法

和合觉悟了，所以为觉〔菩提〕。就如诸禅支、诸道支一

般，如此该称为法和合的觉〔菩提〕之支分，为觉支〔菩

提分〕；或者如军队的支、车子支〔要素〕等一般，在获

得了通俗用法的〚觉〔菩提〕〛之圣弟子的支分，为觉支

〔菩提分〕。再者，对觉支的觉支涵义当知以：〚〜(所

谓)觉支〝，觉支是什么涵义呢？〜导致菩提〝为觉支；

〜觉悟〝为觉支；〜随觉〝为觉支；〜觉醒〝为觉支(；

〜自觉〝为觉支)。134〛如此在〘无碍解(道)〙所说的方

式。当如此修习、多作(修习)七觉支时，不久即可获得一

向厌离等德，即称为〚在现法作证苦的尽头〔苦边〕〛
                                                 
132   A.v,p.57. 
133   D.iii,p.101. 
134   Ps.ii,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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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此即世尊所说的：〚诸比库，修习、多作(修习)

这七觉支者，则导致一向厌离、离贪、灭、寂止、通智、

自觉、涅盘。135〛 
 

(解释「八是什么」的问题) 
( 八 是 什 么 ？ 八 圣 道 支 。 Aññha nà ma ki§ ? Ariyo 

aññhaï giko maggo.) 
如此大师对此问答(感到)心满意，更问：〚八是什

么？〛的问题。即使在大问答所说的是八世间法，然而为

了显示当比库对诸法善修习心后即作 证苦的尽头〔苦

边〕；而且在〚诸圣的八道支〛，由于所谓的道，只有八

支，没有其它的八支道，所以为了达到优雅的开示，长老

回答：〚八圣道支〛。而且此义也是世尊所赞同的，如

说 ： 〚 居 士 们 ， 咖 将 嘎 拉 (Kajaï galà ) 比 库 尼 是 贤 智

者，……，我也将如咖将嘎拉比库尼所回答的那样回答你

们。136〛她(pg. 072)是如此回答的：〚诸贤友，当比库对

八法已完全地善修习心，……，(即于现法作证苦的尽头

〔苦边〕。是哪八﹙法﹚呢？即八圣道支。诸贤友，当比

库对这八法已完全地善修习心，……)作证苦的尽头〔苦

边〕。世尊所说的八问、八说示、八回答者，乃是缘此而

说的。137〛当知此义及开示方式是世尊所赞同的。 
此中，〚圣(ariya)〛－是诸希求涅盘者所可信赖的；

再者，当知由于转起使与烦恼隔离，由于是圣性的原因

〔使成为圣性〕，以及由于获得圣果，所以为圣。 
由于有八支，所以是〚八支(aññhaï gika)〛。而且当知

如四支军、五支乐器一般，从支的简别，单单只是支而没
                                                 
135   S.v,p.82. 
136   A.v,pp.58~9. 
137   A.v,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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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性可得。 
由于追求涅盘，或自己追求，或者前往杀死诸烦恼，

所以为〚道(magga)〛。当比库修习如此分为八的八支道

时，【86】即破除无明，生起明，作证涅盘，即称为〚在

现法作证苦的尽头〔苦边〕〛，此即(世尊)所说的：〚诸

比库，譬如稻穗或麦穗朝向正，当用手或脚打踏时，手脚

破而流出血者，这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呢？诸比库，由于

穗朝向正的缘故；同样地，诸比库，当该比库的善行朝向

正，见朝向正而修习道，将破无明、生起明，将作证涅槃

者，这是有可能的。138〛 
 

(解释「九是什么」的问题) 
( 九 是 什 么 ？ 九 有 情 居 。 Nava nà ma ki§ ? Nava 

sattà và sà .) 
大师对此问答(感到)心满意，更问：〚九是什么？〛

的问题。在说出〚九〛后，长老回答：〚九有情居〛。此

中，〚九(nava)〛－为数目的区分。〚有情(sattà )〛－即

对执取于结缚命根的诸蕴(pg. 073)所施设的生物，或者

(只是生物的)施设。〚居(à và sà )〛－即住在这里为居。诸

有情的居住为有情居。这是开示的方式〔道〕，然而在义

理上，则为九种有情的同义词，如说：〚诸贤友，有诸有

情，有种种身及种种想，即是：人类、一些诸天，以及一

些堕苦界者，这是第一有情居。诸贤友，有诸有情，有种

种身及一种想，即是：梵众天的最初生者，这是第二有情

居。诸贤友，有诸有情，有一种身及种种想，即是：诸光

音天，这是第三有情居。诸贤友，有诸有情，有一种身及

一种想，即是：诸辫净天，这是第四有情居。诸贤友，有

诸有情，没有想也没有感受，即是：诸无想有情天，这是
                                                 
138   S.v,pp.10~11. 



                                        问童子文注 

 95 

第五有情居。诸贤友，有诸有情，超越一切色想，……得

(生)为空【87】无边处(的有情)，这是第六有情居。诸贤

友，有诸有情，……得(生)为识无边处(的有情)，这是第

七有情居。诸贤友，有诸有情，……得(生)为无所有处

(的有情)，这是第八有情居。诸贤友，有诸有情，……得

(生)为非想非非想处(的有情)，这是第九有情居。139〛只

有前面的方式才是这里所说的〚九有情居〛，而非其余的

九。如说：〚诸比库，当比库对九法完全地厌离，……作

证苦的尽头〔苦边〕。是哪九(法)呢？即九有情居。诸比

库，当比库对这九法完全地厌离，……作证苦的尽头〔苦

边〕。(先前)所说的九问、九说示、九回答者，乃是缘此

而说的。140〛而且(pg. 074)在此由：〚应辫知九法。是哪

九(法)呢？九有情居141〛之语，当经由知辫知而对九有情

居厌离时，由于只见到纯粹诸行聚，而舍弃了见为常、

净、乐性；由于度辫知由无常随观而离贪，由苦随观而解

脱，由无我随观而见到完全的边际〔尽头〕；由于断辫知

在现观正性后，即在现法作证苦的尽头〔苦边〕。这即是

所说的：〚诸比库，当比库对九法完全地厌离，……作证

苦的尽头〔苦边〕。是哪九(法)呢？即九有情居。142〛 
 

(解释「十是什么」的问题) 
(十是什么？由具有十支而称为〚阿拉汉〛。Dasa 

nà ma ki§ ? Dasahaï gehi samannà gato `arahà 'ti vuccati.) 
如此大师对此问答(感到)心满意，更问：〚十是什

么？〛的问题。在此，回答这个问题，在其它地方则说为

十不善业道，如说：〚诸比库，当比库对十法完全地厌
                                                 
139   D.iii,p.263. 
140   A.v,p.53. 
141   D.iii,p.288. 
142   A.v,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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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作证苦的尽头〔苦边〕。是哪十(法)呢？即十不

善 业 道 。 诸 比 库 ， 当 比 库 对 这 十 法 完 全 地 厌 离 ，

【88】……作证苦的尽头〔苦边〕。(先前)所说的十问、

十说示、十回答者，乃是缘此而说的。143〛在此，无论由

于这位尊者想要回答自己所未引用的完全智，或者只是由

此方式的回答而成为善回答，所以显示由于具有十支而称

为〚阿拉汉〛。长老回答：〚由具有十支而称为〜阿拉

汉〝〛，乃是以个人〔通俗〕的开示方式(而回答的)。在

此当知在问了：〚十是什么？〛长老以由具有十支而称为

〚阿拉汉〛来解说十支，而且该十当知即在：〚〜尊者，

所谓无学、无学。尊者，什么样的比库(称)为无学呢？〝

〜在此，诸比库，当比库具有无学(pg. 075)正见，具有无

学正思惟，具有无学正语，具有无学正业，具有无学正

命，具有无学正精进，具有无学正念，具有无学正定，具

有无学正智，具有无学正解脱。诸比库，如此的比库(即

称)为无学。〝144〛如此等经所说的方式。 
 

〘小诵经〙的注释－〘阐明胜义〙 
问童子文的解释已结束 

 
                                                 
143   A.v,p.54. 
144   A.v,p.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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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吉祥经注  

Maï galasuttavaõ õ anà  
 

(Eva§  me suta§ : eka§  samaya§  Bhagavà  Sà vatthiya§  
viharati Jetavane Anà thapiõ ó ikassa à rà me. Atha kho a¤ ¤ atarà  
devatà  abhikkantà ya rattiyà , abhikkantavaõ õ à , kevalakappa§  
Jetavana§  obhà setvà  yena Bhagavà  ten'upasaï kami, 
upasaï kamitvà  Bhagavanta§  abhivà detvà  ekamanta§  aññhà si. 
Ekamanta§  ñhità  kho sà  devatà  Bhagavanta§  gà thà ya ajjhabhà si: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沙瓦提，揭答林给孤独园。 
那时，有位容色殊胜的天人，在深夜照亮了整座揭答

林，来到世尊处。来到之后，礼敬世尊，然后站在一边。站

在一边的那位天人以偈颂对世尊说：  
ß Bahå  devà  manussà  ca, maï galà ni acintayu§ , 
à kaï khamà nà  sotthà na§ , brå hi maï galamuttama§ .û  

〚众多天与人，思惟诸吉祥， 
希望得安乐，请说最吉祥。〛 

ß Asevanà  ca bà là na§ , paõ ó ità na¤ ca sevanà , 
på jà  ca på janãyà na§ , eta§  maï galamuttama§ . 

〚不结交愚人，亲近诸智者， 
礼敬可敬者，这是最吉祥。 

ß Patirå padesavà so ca, pubbe ca katapu¤ ¤ atà , 
attasammà paõ ãdhi ca, eta§  maï galamuttama§ .û  

居住适宜处，往昔曾修福， 
自立正志向，这是最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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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 Bà husacca¤ ca sippa¤ ca, vinayo ca susikkhito, 
subhà sità  ca yà  và cà , eta§  maï galamuttama§ .û  

多闻与技术，善学于律仪， 
所说皆善语，这是最吉祥。 

ß Mà tà pitu upaññhà na§ , puttadà rassa saï gaho, 
anà kulà  ca kammantà , eta§  maï galamuttama§ .  

奉养父母亲，扶养妻与儿， 
正当的职业，这是最吉祥。 

ß Dà na¤ ca dhammacariyà  ca, ¤ à takà na¤ ca saï gaho, 
anavajjà ni kammà ni, eta§  maï galamuttama§ .û  

布施与法行，接济诸亲族， 
行为无过失，这是最吉祥。 

ß â rati virati pà pà , majjapà nà  ca sa¤ ¤ amo, 
appamà do ca dhammesu, eta§  maï galamuttama§ .û  

避、离诸恶事，自制不饮酒， 
于法不放逸，这是最吉祥。 

ß Gà ravo ca nivà to ca, santuññhi ca kata¤ ¤ utà , 
kà lena dhammasavaõ a§ , eta§  maï galamuttama§ .û  

恭敬与谦逊，知足与知恩， 
适时听闻法，这是最吉祥。 

ß Khantã ca sovacassatà , samaõ à na¤ ca dassana§ , 
    kà lena dhammasà kacchà , eta§  maï galamuttama§ .û  

忍辱、易受劝，得见诸沙门， 
适时讨论法，这是最吉祥。 

ß Tapo ca brahmacariya¤ ca, ariyasaccà nadassana§ , 
nibbà nasacchikiriyà  ca, eta§  maï galamuttama§ .û  

热忱与梵行，照见诸圣谛， 
体证于涅槃，这是最吉祥。 

ß Phuññhassa lokadhammehi, citta§  yassa na kampati, 
asoka§  viraja§  khema§ , eta§  maï galamuttama§ .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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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世间法，心毫不动摇， 
无愁、染，安稳，这是最吉祥。 

ß Età disà ni katvà na, sabbatthamaparà jità , 
sabbattha sotthi§  gacchanti, ta§ tesa§  maï galamuttamanû ti. 

此等实行后，各处无能胜， 
去各处安稳，是其最吉祥。〛) 

 
(排在这里的目的) 

现在，接着排在〘问童子文〙之后，顺次来到解释〘吉

祥经(Maï galasutta)〙的涵义。在说明了排在这里的目的后，

我们将解释该义。 
即使世尊并未把此经的开示排在这里，由于由〘皈依〙

而进入教法，【89】并且显示由〘学处〙、〘三十二行相〙

及〘问童子文〙而区分戒、定、慧，而一切即构成最上的吉

祥；而且为了显示由于希求吉祥者所应从事的，以及依照此

经可以了知吉祥的性质，所以排在这里。这是把这(部经)排

在这里的目的。 
 

(第一次大结集论) 
已经(pg. 076)如此排列后，这是为了解释该义的本母

(mà tikà )： 
〚由谁所说、何时、何处(说)？说了这方式后， 
我们以各种(方式)来解释，〜如是〝等字的涵义。

说了(此经的)缘起〔等起〕，确定了该吉祥后，我

们将解说其吉祥性。〛 
此中，在到：〚由谁所说、何时、何处(说)？说了这方

式后〛这半首偈，乃是关于：〚如是我闻：一时，世尊……

以偈颂对世尊说〛此语而说的。(由〚如是我闻〛之语，)这

是从听闻了而说的。由于世尊自成、无师，因此这些话并不

是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所说的)。由此当问：〚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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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所说的？何时及为什么而说的呢？即(回答)说：由阿难

达(â nanda)尊者所说的，而且那是在第一次大结集时(而说

的)。然而在开始时，为了善巧一切经的因缘，应当了知大

结集。 
从转了法轮开始乃至调伏了善贤(Subhadda)辫行者，世

尊完成了佛陀的工作〔佛事〕后，在威沙咖(Visà kha)月满月

日的清晨，在库希那拉(Kusinà rà )城马拉们(Malla)的色拉

(sà la)林，在色拉双树之间，以无余依涅盘界而般了涅盘。

在世间的依怙者──世尊般涅盘集会的七十万比库当中，马

哈咖沙巴(Mahà kassapa-大迦叶)尊者为僧团长老，【90】他

想起在世尊般涅盘七天时，年老出家的善贤(Subhadda-苏跋

达)145所说的话：〚诸贤友，够了，请不要忧伤，请不要悲

泣！我们已经从该大沙门善解脱了，而且(他时常)困扰着我

们：〜这是你们所允许的，这是你们所不允许的〝。现在我

们所想要的，将可以做了；我们不想要的，将可以不做了。
146〛当他想到：〚可能将有恶比库们会认为：〜大师的言教

已经过去了〝，在他们得到伴党后，正法可能不久即会消

失。而且只要法律还存续着，大师的言教就不会过去，如世

尊所说的：〜阿(pg. 077)难达，凡我为你们所说的法及所制

定的律，在我过去后即是你们的导师。147〝我何不结集法与

律，如此教法将会长时久住！而且世尊曾对我说：〜咖沙

巴，你将披着〔持有〕我所脱下的麻布粪扫衣吗？148〝之后

就把衣分享给我使用。而且(世尊曾说)：〜诸比库，只要我

想要，即可离诸欲……初禅具足住；诸比库，只要咖沙巴想

要，他也可以离诸欲……初禅具足住149〝，如此等方式，在
                                                 
145   这个善贤(Subhadda)与佛陀所度化的那位最后弟子是不同人。 
146   D.ii,p.162. 
147   D.ii,p.154. 
148   S.ii,p.221. 
149   S.ii,p.210;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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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为九次第住及六神通的上人法，把我和自己放在同等的

(地位)与摄益，对此我将有什么可以回报呢？我何不将世尊

譬为转轮王150，把自己的盔甲及主权授与自己建立家系的儿

子，〜我将是正法传统的建立者〝，以报答(世尊)曾以不共

的帮助来摄益我。〛在思考后，即鼓励比库们来结集法与律

【91】，如说：〚当时，马哈咖沙巴尊者告诉比库们：〜诸

贤友，一时，当我与有五百位比库的大比库僧从帕瓦(pà và )
到库希那拉(Kusinà rà )的道路行走时，……〝。151〛一切细

节(当知)即在〖善贤(Subhadda-苏跋达)章〗(所说的)。接着

(马哈咖沙巴尊者)说：〚诸贤友，我们应当在非法兴盛而正

法衰微，非律兴盛而律衰微之前，在主张非法者强而主张正

法者弱，在主张非律者强而主张律者弱之前结集法与律！
152 〛 比 库 们 (pg. 078)说 ： 〚 尊 者 ， 那 么 请 长 老 选 取 比 库

们！〛长老略过会(诵)持整个大师九分教法教理的数百、数

千位凡夫、索答般那〔预流〕、萨咖达嘎弥〔一来〕、阿那

嘎弥〔不还〕及纯观的漏尽比库，而选取了会(诵)持一切三

藏教理、获得无碍解、有大威力、大多是世尊的上首(弟

子)，且具有三明等的四百九十九位漏尽比库。关于此而

说：〚当时，马哈咖沙巴尊者选取了四百九十九位阿拉汉。
153〛 

为什么长老使(五百)少了一位呢？为了给阿难达长老机

会的缘故。无论(阿难达)有或没有参加都无法进行法的结

集。由于该尊者还是有学，还有所应做的，因此无法参加；

由于除了(阿难达尊者)外，没有人曾在世尊前(完全)学得了

十力(的世尊)所开示的契经、应颂等，因此没有(阿难达尊

者)参加即无法(进行法的结集)。假如如此的话，即使是有
                                                 
150  〚转轮王〛，缅甸版为〚王〛字。 
151   Vin.ii,pp.284~5. 
152   Vin.ii,p.285. 
153   Vin.ii,p.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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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对法的结集多所帮助，长老也应当选取，然而为什么不

选取呢？为了避开他人批评的缘故。事实上(马哈咖沙巴)长

老【92】对阿难达尊者是极为信赖的，即使他(阿难达尊者)

的头上已经长了白发，还是以童子之词来教诫(说)：〚这个

童子怎么这么不知量呢！154〛然而这位(阿难达)尊者是如来

叔叔的儿子──堂弟，而且当比库们认为(马哈咖沙巴尊者)

像是随(自己的)欲(愿)时，可能会批评：〚排除〔搁臵〕了

那么多得无碍解的无学比库，而选取了得无碍解的有学阿难

达长老。〛为了避免他人的批评而没有选取，(想说)：〚没

有阿难达参加即无法进行结集，当比库们同意时，我将会

(选)取的。〛当时，比库们自己为了阿难达(尊者)而请求长

老，如说：〚诸比库对马哈咖沙巴尊者说：〜尊者，这位阿

难达尊者即使是有学，但他不可能由于(贪)欲、瞋恚、愚痴

及怖畏而行非趣，而且他在世尊前学得很多法与律，因此，

尊者，请长老(pg. 079)选取阿难达尊者！〝当时，马哈咖沙

巴尊者就选取了阿难达尊者。155〛如此当比库们同意时，即

选取了阿难达尊者，因此共有五百位长老。〚当时，长老比

库们(想说)：〜我们应当在哪里结集法与律呢？〝当时，长

老比库们(想说)：〜王舍城是一个大行处，有众多住处，假

如没有其他比库在王舍城入雨安居的话，我们何不住在王舍

城度过雨(安居)并结集法与律呢！〝156〛为什么他们这么想

呢？(他们想说：)〚这是我们确立者〔阿拉汉〕的工作，假

如有【93】异议〔异分〕的人进入僧中，可能会造成骚

扰。〛当时，马哈咖沙巴尊者就以白二甘马〔羯磨〕来宣

告。当知那即是在〖(五百)结集堪塔咖〔犍度〕〗所说的方

法。当时，已经过了七天如来般涅盘的祭典，以及七天(佛

陀)舍利的供养，马哈咖沙巴尊者说：〚已经过了半个月，
                                                 
154   S.ii,p.218. 
155   Vin.ii,p.285. 
156   Vin.ii,p.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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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热季还剩余一个半月，已经接近入雨安居了。诸贤友，

我们前往王舍城吧！〛他带着一半的比库僧团从一条道路前

往，阿奴卢塔(Anuruddha)长老也带着一半的比库僧团从(另)

一条道路前往，而阿难达长老则带着世尊的衣钵，被比库僧

团所围绕，想要到沙瓦提〔舍卫城〕后再前往王舍城。在向

沙瓦提出发游行时，阿难达长老所到之处则有大悲泣：〚阿

难达尊者，您怎么放下大师而来呢？〛当长老逐渐地抵达沙

瓦提，有如世尊般涅盘时般的大悲泣。在那里，阿难达尊者

对大众开示了关于无常等法，在进入揭答林后，打开了十力

(的佛陀)所住过香室的门，将床椅搬出并拍打，洒扫了香

室，把枯萎的花鬘、垃圾丢弃，并把床椅搬回原位，他做了

世尊在世时所应做的一切义务。 
当时(pg. 080)，(阿难达)长老从世尊般涅盘开始，即过

多站立与坐着，使得诸界增盛而身体(不适)，为了复原，在

第二天喝了使下痢的牛奶，并坐在寺院。关于此即(阿难达

长老)对苏跋(Subha)学童所派来学童说：〚学童，(现在)不

是时候，【94】今天我喝了药，或许明天我们将可以前往。
157〛在第二天，以接塔咖(Cetaka)长老为随行沙门而前往(苏

跋学童处)，苏跋学童所问而开示的经，即是〘长部〙的第

十(经)，称为〘苏跋经〙。当时，长老(令)修复破了与毁坏

的揭答林寺后，在接近入雨安居时，就前往王舍城。同样

地，马哈咖沙巴长老与阿奴卢塔长老也带着所有〔一切〕的

比库僧团到达王舍城。 那时，在王舍城有十八座大寺院。

该一切(寺院)都被遗弃、倒塌、肮脏。当世尊般涅盘时，所

有比库们带取各自的衣钵后，即离寺院及住处而去。那里的

长老们为了尊敬世尊的话，以及避免外道的讥嫌，诸外道可

能会说：〚沙门苟答马的弟子们只会在大师在(世)时照顾寺

院，在般涅盘后就遗弃了。〛所以他们想(说)：〚我们当在
                                                 
157   D.i,p.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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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月修复破了与毁坏的(寺院)。〛那是为了想要避免讥

嫌而说的，并且说：〚当时，长老比库们想(说)：〜诸贤

友，世尊是赞叹修复破了与毁坏的(寺院)的，诸贤友，我们

何不在第一个月修复破了与毁坏的(寺院)，我们将在中间的

〔第二个月〕(那个)月集会来结集法与律。〝158〛他们在第

二天来到国王的门口等着。阿迦答沙都(Ajà tasattu-阿阇世)王

前来礼敬后，邀请(说)：〚尊者们，我可以做什么？有需要

什么吗？〛长老们告知需要工人来修复十八座大寺院。国王

(说)：〚善哉〔萨度〕，尊者们。〛他提供了人员当工人。

长老们在第一个月整修了所有的寺院。当时(pg. 081)，他们

告诉国王：〚大王，寺院已经修复【95】好了，现在我们将

结集法与律。〛(国王回答说)：〚善哉〔萨度〕，尊者们，

请您们安心，愿我成为命令之轮，而您们成为法轮！尊者

们，请下命令，我可以做什么？〛(长老们回答说)：〚大

王，在结集(法159)时，(需要一座)比库们的集会处。〛(国王

回答说)：〚尊者们，我在哪里建造呢？〛(长老们回答

说)：〚大王，在威跋拉(Vebhà ra)山麓的七叶窟口是适宜建

造的。〛(国王回答说)：〚善哉〔萨度〕，尊者们。〛阿迦

答 沙 都 〔阿阇世〕王令建造一座大会堂，犹如威沙堪马

(Vissakamma)160所化的一般；有善建造的墙壁、柱子及阶

梯，有各种花蔓作品及蔓藤作品来装饰；并且有用各种悬垂

花环所装饰成的拱顶，犹如用宝物所装饰而镶以宝石的锦锻

一般；而且由供养各种花所装饰而善完成的铺过地面来庄

严，犹如梵天宫一般。在那大会堂为五百位比库铺了五百条

无价〔很贵重〕允许(比库们使用)的敷具。长老的座位靠在

南方，面向北边；在会堂的中央，面向东边铺了适合于佛世

尊座位的法座，并且在那里放了一支由(象)牙所雕刻的扇
                                                 
158   Vin.ii,p.286. 
159  〚法〛字，缅甸版有而锡兰版从缺。 
160   是帝释天王的工艺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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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接着他)令人告知比库僧团(说)：〚尊者们，我的工作

已经完成了。〛 
比库们告诉阿难达尊者说：〚阿难达贤友，明天僧团将

集会了，而你是有学，有所应做，那个集会你是不适合前往

的，请不要放逸吧！〛当时，阿难达尊者(想说)：〚明天将

集会了，假如我以有学的身份前往，那是不适宜的。〛他

(整个)夜晚大多花在(修习)身至念上。当夜晚将过，(接近)

清晨之时，他从经行处下来，进入住处，(想说)：〚我将躺

下〛，而身体下倾，当两脚(pg. 082)离开地面，头还未(碰)

到枕头，在那之间，【96】以无取而心从诸漏解脱了。其

实，这位(阿难达)尊者(发现)在经过了(长时间)在外面经行

而无法生起殊胜时，他想：〚世尊不是曾经告诉我：〜阿难

达，你已经修了福(业)，在精勤努力后，你将很快地成为无

漏161〝吗？而且诸佛(所说)的话是没有过失的，然而由于我

过度的发勤精进，导致我的心掉举，因此我应当使精进平

衡。〛即从经行处下来，站在洗脚处洗脚后，进入住处，坐

在床上(想说)：〚我将稍微休息一下〛，当身体接近床，两

脚离开地面，而头还没有到达枕头，在那之间，以无执取而

心从诸漏解脱了。长老并非在四威仪当中(证得)阿拉汉的。

因此，当在(问)说：〚在此教法中，哪位比库是在非坐、非

卧、非站、非行走时证得阿拉汉的？〛而(回答)说：〚阿难

达长老〛，则是适当的。 
当时，长老比库们在第二天用完餐，收好衣钵后，集合

在集法堂。阿难达尊者想要让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证了阿拉

汉，所以并没有和他们一起前往。比库们依照(戒腊)长(幼)

来到各自的座位坐下，并留下阿难达长老的座位。当有人问

说：〚那是谁的座位？〛时，(有人回答)：〚是阿难达的

(座位)。〛(当在问)：〚阿难达去了哪里呢？〛那时(阿难
                                                 
161   D.ii,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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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长老想：〚现在是我前往的时候了。〛为了显示自己的

威力，就潜入(大)地，在自己的座位出现162。当该尊者如此

坐着时，马哈咖沙巴长老告诉比库们(说)：〚诸贤友，我们

是先结集法还是(先结集)律呢？〛比库们(回答)说：〚马哈

咖沙巴尊者，维那亚〔毘奈耶；律〕者，佛教之寿，维那亚

住，佛教亦住(vinayo nà ma buddhasà sanassa à yu, vinaye ñhite 
sà sana§  ñhita§  hoti)，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结集律。〛(马哈

咖沙巴长老告诉比库们说)：〚结集律应是谁的责任呢？〛

(比库们回答说)：〚伍巴离(Upà li)【97】尊者。〛(﹙马哈

咖沙巴长老告诉比库们说﹚：〚为什么阿难达不能呢？〛

﹙比库们回答说﹚：〚不能够的。在依止正自觉者而持律教

者，以伍巴离尊者为上首，﹙如说﹚：〜诸比库，在我的比

库弟子当中，持律第一者，即是伍巴离。〝因此，在询问伍

巴离长老后，我们结集律。〛163)接着，(马哈咖沙巴)长老为

了自己问律而自己(白了羯磨)共许；伍巴离长老也为了答律

而(白了羯磨)共许。(这即是巴利圣典的：〚当时，马哈咖

沙巴尊者对僧团白：〜贤友们，请僧团听我﹙说﹚，假如僧

团已到适时，我当问伍巴离律。〝伍巴离(pg. 083)尊者也对

僧团白：〜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假如僧团已到适

时，我当回答马哈咖沙巴尊者所问的律。〝如此各自﹙白了

羯磨﹚共许后，伍巴离尊者即从座位起来，衣偏袒一肩，礼

敬了长老们，坐在法座，拿着﹙ 象﹚牙所雕刻的扇子。
164)(白了羯磨)共许后，依次坐在法座。一切当取在〘律(藏)

注〙所说的方法。接着，马哈咖沙巴长老从第一巴拉基嘎

(pà rà jika 他胜)开始，问了伍巴离长老所有〔一切〕的律，而

伍巴离长老也回答了。所有的〔一切〕五百位比库一起团体

合诵了含有(戒经)序的第一巴拉基嘎学处。如此其余的一切
                                                 
162  缅甸版加了一句：〚有人说：〜从空中前来，并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163  括号中的这段文乃是缅甸版有而锡兰版从缺的。 
164  括号中的这段文乃是缅甸版有而锡兰版从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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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取在〘律(藏)注〙(所说的方法)。以此方式结集了有

〖(比库及比库尼的)两部分别〗、〖堪塔咖(khandhaka-犍

度)〗及〖附随〗的整部〘律藏〙，伍巴离长老放下(象)牙

所雕刻的扇子，从法座下来，礼敬了长(老)比库们，坐到自

己的座位。 
在结集了律后，马哈咖沙巴尊者(接着)想结集法，就问

比库们：〚当在结集法时，结集法应是谁的责任呢？〛诸比

库(回答)说：〚是阿难达长老的责任。〛〚当时，马哈咖沙

巴尊者对僧团白：〜贤友们，请僧团听我(说)，假如僧团已

到适时，我当问阿难达法。〝当时，阿难达尊者也对僧团

白：〜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假如僧团已到适时，我当

回答马哈咖沙巴尊者所问的法。〝165〛当时，阿难达尊者即

从座位起来，衣偏袒一肩，礼敬了长老们，坐在法座，拿着

(象)牙所雕刻的扇子。马哈咖沙巴长老问了阿难达长老法，

所问的方式及经即已说的，如说──当时，马哈咖沙巴尊者

对阿难达尊者说：〚阿难达贤友，〘梵网(经)〙是在哪里开

示的呢？〛(阿难达尊者回答)：〚尊者，在王舍城与那难达

(Nà ëandà )之间的安 跋 拉梯咖(Ambalaññhikà )， 国 王 的 休 息

堂。〛(马哈咖沙巴尊者问说)：〚关于谁(而开示的)呢？〛

【98】(阿难达尊者回答)：〚(关于)苏批呀(Suppiya)游行者

及梵授(Brahmadatta)学童。〛当时，马哈咖沙巴尊者也问了

阿难达尊者〘梵网(经)〙的因缘〔序〕，也问了(被开示的)

人。(马哈咖沙巴尊者问阿难达尊者说)：〚阿难达贤友，

〘沙门果(经)〙是在哪里开示的呢？〛(阿难达尊者回答)：

〚尊者，在王舍城，机瓦咖(Jãvaka-耆婆)的芒果林。〛(马哈

咖沙巴尊者问说)：〚与谁在一起呢？〛(阿难达尊者回

答 ) ： 〚 与 阿 迦 答 (pg. 084) 沙 都 韦 提 希 子 (Ajà tasattu 
vedehiputta-阿阇世)一起。〛当时，马哈咖沙巴尊者也问了
                                                 
165   Vin.ii,p.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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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难达尊者〘沙门果(经)〙的因缘〔序〕，也问了(被开示

的)人。以此方式也问了五部(尼柯耶)，在每当问了之时，

阿难达尊者都回答了。这第一次大结集由五百位长老所举

行，即： 
〚由五百位所举行，并且由那五百位， 
只由长老所执行，因此称为长老的(结集)。166〛 

在这第一次大结集进行时，问了所有〔一切〕〘长部〙

以及〘中部〙等，顺次来到了〘小部〙，当马哈咖沙巴尊者

在问：〚阿难达贤友，〘吉祥经〙是在哪里开示的呢？〛如

此话结束时，也问了因缘〔序〕，也问了(被开示的)人。此

中，当在问了因缘〔序〕，而(阿难达尊者)详细(解答)了因

缘〔序〕后，阿难达尊者想说关于什么而说的，谁听到的，

何时听到的，谁所说的，何处说的，以及对谁说的，并且 
为了显示：〚是如此说的，是由我所听闻的，在一时听到

的，由世尊所说的，在沙瓦提〔舍卫城〕说的，以及对天神

说的。〛而说：〚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沙瓦提，揭答

林给孤独园。那时，有位容色殊胜的天人，在深夜照亮了整

座揭答林，来到世尊处。来到之后，礼敬世尊，然后站在一

边。站在一边的那位天人以偈颂对世尊说。〛如此，【99】

当知这(部经)是：〚由阿难达尊者所说的，而且是在第一次

大结集时说的。〛 
现在，在此当再问：〚为什么而说呢？〛(可以回答

说：)由于马哈咖沙巴长老已经问了这位(阿难达)尊者因缘

〔序〕，因此(从因缘〔序〕开始，详细的167)说出了。或者

由于当有些天神见到了阿难达尊者坐在法座，被(证得阿拉

汉的)自在众所围绕，内心生起：〚这位尊者是韦碟哈牟尼

(Vedehamuni)，是释迦族的后裔，自然是世尊的继承者，世
                                                 
166  依据〘律藏注〙的记载，第一次大结集共举行了七个月。(VinA.i,p.30.) 
167  括号中的这段文乃是缅甸版有而锡兰版从缺的。 



                                            吉祥经注 

 109 

尊也曾五次提到(他是)这(教法中的)第一168；拥有四不可思

议、未曾有法169；被(比库、比库尼、及男女在家居士)四众

所喜爱与可意170；现在在想到获得了世尊法王的继承后，已

经成为佛陀了。〛由于阿难达尊者知道那些天神心里所想

的，以及不同意该不属于他的不存有之德行，并且为了阐明

自己只是弟子的状态，所以说：〚如是我闻：一时，世尊(pg. 
085)……说。〛当时，五百位阿拉汉以及数千位天神欢喜阿

难达尊者(所说的话而说出)：〚善哉〔萨度(sà dhu)〕！善哉

〔萨度〕！〛(当时)大地震动，天空降下各种花(雨)，并且

显现了诸多不可思议(事)，而且许多天神生起悚惧〔警惕〕

感(说)：〚我们在世尊面前听闻的，现在再重现了！〛如此

当知阿难达尊者在第一次大结集时所说的，即是为了这个原

因而说的。到此乃是阐明了〚由谁所说、何时、何处(说)？

说了这方式后〛这个半偈的涵义。 
 

(解释「如是」等字) 
(``Eva§  me suta§ : eka§  samaya§  Bhagavà  Sà vatthiya§  

viharati Jetavane Anà thapiõ ó ikassa à rà me. Atha kho a¤ ¤ atarà  
devatà  abhikkantà ya rattiyà , abhikkantavaõ õ à , kevalakappa§  
Jetavana§  obhà setvà  yena Bhagavà  ten'upasaï kami, 
upasaï kamitvà  Bhagavanta§  abhivà detvà  ekamanta§  aññhà si. 
Ekamanta§  ñhità  kho sà  devatà  Bhagavanta§  gà thà ya 
ajjhabhà si:''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沙瓦提，揭答林给孤独园。 
那时，有位容色殊胜的天人，在深夜照亮了整座揭答

林，来到世尊处。来到之后，礼敬世尊，然后站在一边。站
                                                 
168   A.i,p.23.即多闻第一、具(正)念第一、威仪第一、具坚固第一，及近侍第

一。 
169   D.ii,p.145. 
170   D.ii,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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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边的那位天人以偈颂对世尊说：) 
现在，为了阐明：〚我们以各种(方式)来解释，〜如

是〝等字的涵义〛，如此等本母所含摄的义理，(可以解)说

为：【100】〚如是(eva§ )〛这字应当视为譬喻、指示、喜

悦、责备、接受所说、行相、显示，及忆持等义。在：〚如

此(eva§ )生为人，当行诸多善(事)171〛，如此等即以譬喻

(upamà )来显示。在：〚你应当如此(eva§ )前进，你应当如

此返回〛等，即是指示(upadesa)(之义)。在：〚世尊，这是

如 此 (eva§ )， 善 至 ， 这 是 如 此 。 172 〛 如 此 等 即 是 喜 悦

(sampaha§ sana)(之义)。在：〚如此(eva§ )这个贱女(vasalã)
不 论 何 时 经 常 赞 叹 该 禿 头 沙 门 。 173 〛 如 此 等 为 责 备

(garahaõ a)(之 义 )。 在 ： 〚 那 些 比 库 回 答 世 尊 ： 〜 是 的

(eva§ ) ， 尊 者 。 〝 174 〛 如 此 等 为 接 受 所 说

(vacanasampañiggaha)(之义)。在：〚尊者，我确实了知世尊

所说的法是如此(eva§ )，175〛如此等为行相(à kà ra)(之义)。

在：〚来，学童，你前往沙门阿难达处，在到达后，用我的

话问候沙门阿难达少病、少恼、起居轻利、有力气、安稳而

住，(说)：〜托碟呀(Todeyya)子苏跋(Subha)学童问候阿难

达尊者……、安稳而住。〝并如此(eva§ )说：〜善哉〔萨度

(sà dhu)〕！请阿难达尊者前往托碟呀子苏跋学童的住处，为

了慈悯的缘故。〝176〛如此等为显示(nidassana)(之义)。在

(世尊对咖拉麻们说：)〚诸咖拉麻(Kà là ma)，你们认为如

何，这些法是善的，还是不善的呢？〛(咖拉麻们回答世

尊：)〚尊者，是不善的。〛(世尊对咖拉麻们说：〚诸咖拉
                                                 
171   Dhp.p.15,v.53. 
172   A.i,p.192. 
173   S.i,p.160. 
174   M.i,p.1. 
175   M.i,p.258; Vin.iv,p.138. 
176   D.i,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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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你们认为如何，这些法)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呢？〛

(咖拉麻们回答世尊：)〚尊者，是有罪的。〛(世尊对咖拉

麻们说：〚诸咖拉麻，你们认为如何，这些法)是智者所呵

责的，还是智者所赞叹的呢？〛(pg. 086)(咖拉麻们回答世

尊：)〚尊者，是智者所呵责的。〛(世尊对咖拉麻们说：

〚诸咖拉麻，你们认为如何，这些法)在完全地受持后会导

致无利益、痛苦的，或不会(导致无利益、痛苦的)，还是在

此是如何呢？〛(咖拉麻们回答世尊：)〚尊者，在完全地受

持后会导致无利益、痛苦的，在此我们(认为)是如此(eva§ )

的。177〛如此等为忆持(avadhà raõ a)(之义)。而这里(〚如

是〛的含义)应当视为行相、显示，及忆持(之义)。 
此中，以行相(à kà ra)之义而阐明这个〚如是〛【101】

的字义为：要识知世尊语词的一切方式，必须熟知各种微妙

的方法，各种意向的等起，具有义与文字(的能力)，(拥有)

各种示导，通达教示法与义的深奥，适合一切有情各自的语

言，以及来到耳朵〔耳路〕，谁有能力呢？(即使以一切威

力想耳朵生起而听到后，178)什么是如是我闻呢？也(只)是以

一行相由我所听闻。 
以显示(nidassana)之义(而阐明这个〚如是〛的字义)

为：在使自己摆脱(而澄清)：〚我非自成，这不是我所作证

的〛；现在应当说整部经来显示：〚如是我闻，我是如此听

闻的。〛 
以忆持(avadhà raõ a)之义(而阐明这个〚如是〛的字义)

为：〚诸比库，我弟子比库中，多闻第一者，即是阿难达。

具(正)念(第一)者，……威仪(第一)者，……具坚固(第一)

者，……近侍(第一)者，即是阿难达。179〛如此适宜世尊所

赞叹的状态，显示自己忆持的能力，而想要诸有情听到：
                                                 
177   A.i,p.190. 
178  括号中的这段文乃是缅甸版有而锡兰版从缺的。 
179   A.i,pp.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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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闻──当视为只是义与文字而已，不少也不多，而

非其它方式。〛 
〚我(me)〛字可见到三(种)涵义。此中，在：〚由唱诵

偈颂(而获得的食物)，我(me)是不能吃的180〛，如此等为

〚由我(mayà )〛之义。在：〚 善哉〔 萨度(sà dhu)〕，尊

者，请世尊简略地为我(me)说法！ 181 〛如此等为〚对我

(mayha§ )〛之义。在：〚诸比库，(你们)应当做我的(me)
法继承者！182〛如此等为〚我的(mama)〛之义。而这里以

〚由我听闻〛及〚我的听闻〛的二义是适宜的。 
〚闻(suta)〛－有接头辞及无接头辞的这个〚闻〛字，

可分为：前往、著名的、被贪所征服、积集、致力于〔从

事〕、被耳所识知、在耳门所识等多种涵义。此中，在：

〚忙于(pasuta)军事〛，如此等为〚前往(gamana)〛(pg. 087)
之义。在：〚见到有名的(suta)法183〛，如此等为〚著名的

(khyà ta)法〛之义。在：〚充满欲念(avassutà )，对充满欲念
184〛，如此等为〚被贪所征服(rà gà bhibhå ta)〛之义。在：

〚 你 们 所 积 的(pasuta)福 实 非 小 185 〛 ， 如 此 等 为 〚 积 集

(upacita)〛之义。在：〚凡【102】诸智者致力于(pasuta)禅

那186〛，如此等为〚致力于(anuyoga)禅那〛之义。在：〚所

见 、 所 闻(suta)、 所 觉 知 187 〛 ， 如 此 等 为 〚 被 耳 所 识 知

(sotavi¤ ¤ eyya)〛之义。在：〚忆持所闻(suta)、集积所闻
188〛，如此等为〚在耳门所识(sotadvà ravi¤ ¤ à ta)〛之义。而
                                                 
180   SN.p.14,v.81. 
181   S.iv,p.63. 
182   M.i,p.12. 
183   Vin.i,p.3. 
184   Vin.iv,p.233. 
185   Khp.p.6. 
186   Dhp.p. 51,v.181. 
187   M.i,p.3. 
188   A.ii,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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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闻〛乃是思虑或确持耳识前分行识的心路过程之

义。此中，当在〚我〛字为〚由我〛之义时，则结合为：

〚如此被我所听闻〔如是我闻〕，思虑耳识前分行识的心路

过程〛；当在〚我〛字为〚我的〛之义时，则结合为：〚如

此是我的听闻〔如是我闻〕，确持耳识前分行识的心路过

程。〛 
如此在这三个字──〚如是〛为显示耳识等识的作用；

〚我〛为显示拥有所说该识的人；〚闻〛为显示在未拒绝听

闻的状态，不少也不多而无颠倒的执取。同样地，〚如是〛

为显示听闻等心以各种方式在所缘转起；〚我〛为显示自

己；〚闻〛为显示法。同样地，〚如是〛为显示可开示的

(法)；〚我〛为显示人；〚闻〛为显示人的作用。同样地，

〚 如 是 〛为显示以行相施设诸心路过程心的各种方式；

〚我〛为显示行为者；〚闻〛为显示(所缘)境。同样地，

〚如是〛为显示人的作用；〚闻〛为显示识的作用；〚我〛

为显示两种作用相关的人。同样地，〚如是〛为显示状态；

〚我〛为显示人；〚闻〛为显示该(人)的作用。同样地，

〚如是〛与〚我〛为以不存在〔不真实〕来施设体证义〔真

实义〕及胜义〔最一义〕；〚闻〛为存在〔真实〕的施设。

同样地，〚如是〛与〚我〛为由所当说的彼彼所衍生的〔所

造的；执取的〕(pg. 088)而施设所衍生的〔所造的；执取

的〕；〚闻〛为由所当说的所见等之比较〔近臵〕而施设

【103】比较〔近臵〕。而且在此，以〚如是〛之语阐明不

痴；以〚闻〛之语阐明对所听闻的不忘记。同样地，以〚如

是〛之语当在由不如理作意而无法通达种种行相时，阐明如

理作意；以〚闻〛之语当在由心散乱而听不到时，阐明不散

乱。如此，对于心散乱的人，即使在说时一切都成就，还是

会说：〚我没有听到，请再说(一辫)！〛如理作意者由自己

的正志向及先前曾修福(德)来成就；不散乱者由听闻正法及

依止〔亲近〕善人(来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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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如是〛是以这贤善的行相来阐明自己后两轮的

成就；〚闻〛是以听闻相结合来(阐明自己)前两轮189的成

就。同样地，有依处清净及方法清净。并且由依处清净而堪

能体证；由方法清净而堪能(通达)阿含〔教理〕。并且以

〚如是〛之语显示通达各种行相，阐明自己成就义及辩才无

碍解；以〚闻〛之语显示通达可听闻的种类，阐明(自己)成

就法及词无碍解。并且当在说此〚如是〛之语时，阐明如理

作意，使了知：〚这些我以心观察的法以见而善通达〛；当

在说此〚闻〛之语时，阐明与听闻结合，使了知：〚我多

闻、忆持诸法，积集语词。〛当对那(如是与闻)两者阐明义

与文字的圆满时，使生在听闻(时)的恭敬。 
而以〚如是我闻〛这整个语词，阿难达尊者并未将如来

所宣说的法占为己有而超越非善男子的阶位，由于自称为弟

子性而进入善男子的阶位。同样地，将心从非正法出来，而

把心建立在正法上。阐明：〚这完全只是由我听闻，那只是

世尊【104】、阿拉汉、正自觉者之语〛，避免(被认)为是

自己的，是引自大师，牢记胜者〔佛陀〕之语，并建立法为

指导者。再者，〚如是我闻〛以表示未自称由自己所产生的

状态，而是公开先前所听闻的：〚这是我在世尊、拥有四无

所畏(pg. 089)、持有十力、处在最上〔牛王〕处、吼狮子

吼、一切有情的最上者、法自在者、法王、法君主、法洲、

法的皈依者、转最上的正法轮者、正自觉者的面前所学取

的，因此在此不应对义、法、句子，或字句怀疑或疑虑。〛

(当知)一切天、人对此法即消除不信，生起信(心)。而且在

此有： 
〚由于消除了不信，增长了对教的信， 
苟 答 马 (Gotama) 的 弟 子 说 ： 如 此 为 〜 如 是 我

                                                 
189  〚后两轮〛是指自正立志向及过去曾修福；〚前两轮〛为住在适宜地及依止

〔亲近〕善人。出自：A.ii,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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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一(eka§ )〛－为指出数目的区分。 
〚时(samaya§ )〛－为指出所限定的。〚一时〛－为阐

明不定性。当中的〚时〛字： 
〚会合、机会、时，集会、因，与见， 
获得及舍断，并显示通达。〛 

如此在：〚或许明天我们会在取适时及机缘(samaya§ )

而前往190〛，如此等为〚会合(samavà ya)〛之义。在：〚诸

比库，只有一种机会及适时〔好时机〕(samaya§ )是(可以)

住于梵行的191〛，如此等为〚机会(khaõ a)〛(之义)。在：

〚暑时(和)炎热时(samayo)192〛，如此等为〚时间(kà la)〛

(之义)。在：〚在山腰有大会集(samayo)193〛，如此等为

〚集会(samå ha)〛(之义)。在：〚跋达利(Bhaddà li)，你不

通达机宜(samayo)，即使世尊住在沙瓦提〔舍卫城〕，他将

了知我：〜有称为跋达利的比库【105】，对大师之教，学

未圆满。〝这也是你跋达利不通达机宜(samayo)的。194〛，

如此等为〚因(hetu)〛(之义)。在：〚那时，乌嘎哈马那辫

行者－沙门满迪咖〔闻迪咖〕子，住在马利咖园，听督咖

(tindukà )树，单一堂的意见(samayo)议论堂，195〛，如此等

为〚见(diññhi)〛(之义)。在： 
〚现法的利益，以及来世利若得(abhisamaya)此利益，

贤者谓智贤。196〛，如此等为〚获得(pañilà bha)〛(之义)。

在：〚以完全地止息〔透视〕(abhisamaya)慢，他作了苦边
                                                 
190   D.i,p.205. 
191   A.iv,p.227. 
192   Vin.iv,p.119. 
193   D.ii,p.254. 
194   M.i,p.438. 
195   M.ii,p.22. 
196   S.i,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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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尽头〕197〛，如此等为〚舍断(pahà na)〛(之义)。

在：〚苦的逼恼义、有为义、热恼义(pg. 090)、变易义，为

现观(abhisamaya)义198〛，如此等为〚通达(pañivedha)〛(之

义)。而这里(的samaya)为〚时〛义。 
因此，〚一时〛即是阐明在年、季、月、半月、夜晚、

白天、上午、(中午)、傍晚、初夜、中(夜)、后(夜)、暂时

(muhutta-目呼塔；须臾)等，计算时间之时的〚一时〛。或

者凡在：〚入母胎时、出生时、(生)悚惧感时、(大)出离

时、(修)苦行时、战胜魔时、现自觉〔成佛〕时、现法乐住

时、开示时、般涅盘时〛如此等，世尊多次在天与人(之中

放)极光明〔放大光明〕之时。在那些时中，对称为开示时

而说为〚一时〛。并且，从智作用及悲(作用)之时(中)的悲

作用之时；从为利益自己而行道〔修行〕及为利益他人(而

行道〔修行〕)之时(中)的为利益他人而行道之时；从可以

集合的两时(即圣默然及讨论法时)中的法谈〔讨论法〕之

时；从开示及行道〔修习〕之时(中)的开示之时。凡是有与

那些时相关的，称为〚一时〛。 
在 此 ， (可 能 有 人 会 问 )说 ： 〚 为 什 么 如 在 〘 阿 毗

【 106 】 达 摩 〙(所 说 为)： 〜 凡 在 任 何 之 时 ， 欲 界 … …

(yasmi§  samaye kà mà vacara§ )199〝，及在本(经以外的)其它

经句为：〜诸比库，凡在任何之时(yasmi§  samaye)，比库离

诸欲……200〝，所显示的是处格；而在〘律(藏)〙(所说

为)：〜当时(tena samayena)，佛世尊……201〝，(所显示的)

是 具 格 ， 而 在 此 并 非 如 此 ， 而 是 以 ： 〜 一 时 (eka§  
samaya§ )〝，的对格来显示呢？在此(可以回答说)：这里义
                                                 
197   M.i,p.12; A.i,p.134; iii,p.246. 
198   Ps.ii,p.107. 
199   Dhs.p.1, 1. 
200

  cf. M.i,p. 89. 
201  Vin.iii,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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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成(与其它经论处)是不同的方式。此中，在〘阿毗达

摩〙以及在本(经以外的)其它经句是以容器〔adhikaraõ a-事

件〕义生成的，以及由自性为(另一)自性的特相之义(生成

的)。容器〔adhikaraõ a-事件〕实在是以计算时间〔时义〕及

计算集会〔集会义〕为时(samayo)。(做为容器)在那里所说

的触等法202，以自性为它们自性所表现的特相，而把机会、

会合、因称为时(samayo)；为了阐明该义，所以以处格来显

示。而在〘律(藏)〙是以因义及所作义而生成的。即使是沙

利子(Sà riputta)等对制定学处之时也是难以了知的，并且那

时由有了(原)因及有了所做(的事件)而制定学处时，世尊是

安住在各处观察有制定学处的原因(时而制戒的)；为了阐明

该义，所以以具格来显示。而这里(pg. 091)以及其它如此种

类的经句则是以直接〔究竟的〕支配〔结合〕义来生成的。

当世尊开示本经及其它经时，当时只是安住在究竟的悲住；

当知为了阐明该义，所以这里以对格来显示。而且在此： 
〚观察了彼彼义后，在其它处所说〜时〝， 
是用处格及具格，在此则是用对格。〛 

〚世尊(Bhagavà )〛－这是殊胜之德，有情之最上，敬

重与尊敬的同义词 ，如说：【107】 
〚〜世尊〝为最胜之语，〜世尊〝为最上之语， 
适宜敬重与尊敬，因此称他为世尊。〛 

(世尊)有四种名，即：依(生命)阶段位的、依特相的、

依(特定)相的，及随意而起的。而〚随意而起〛是指当想要

之时而说的。此中，(如说：)犊牛、当被调御的(牛)〔青年

的牛〕、耕牛〔成年的牛〕，如此等为依(生命)阶段位的

(à vatthika)。(如说：)有杖的、有伞的、有冠的(孔雀)、有

手的(象)，如此等为依特相的(liï gika)。(如说：)三明者、

六通者，如此等为依(特定)相的(nemittaka)。(如说)幸运增
                                                 
202  即〘法集论〙的第一段所说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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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财产增多者，如此等并未考虑语义而起的，为随意而

起 的 (adhiccasamuppanna)。 而 此 世 尊 之 名 是 依 德 之 相 的

(nemittaka)，(所 以 说 此 名)不 是 马 哈 马 呀 〔 摩 诃 摩 耶 夫

人〕，不是净饭大王，不是八万亲戚所取的，也不是沙咖

〔帝释天王〕、山吐希塔〔睹史天王〕等的殊胜诸天所取

的。如沙利子尊者所说的：〚〜世尊〝这个名字不是母亲所

取的……证知……所施设的为〜世尊〝。203〛而此(世尊)之

名是依诸德的相，为了说明那些德(行)而说了这首偈颂： 
〚有祥瑞者、亲近者，分享者、已分别者， 
使破了(诸烦恼)者，〜尊重者〝为具吉祥， 
以各种诸多方法，对自我而善修习， 
到达了有的边际，所以称他为〜世尊〝。〛 

(以上的)意义，当知即在〘义释〙204中所说的方法来解释。

(以下)是以别的方式(来说明)： 
〚具有吉祥者，拥有破坏(恶)， 
与祥瑞相应，具有分别者， 
拥有亲近者，不在有中游， 
由于此缘故，称他为〜世尊〝。〛 

这里(pg. 092)应采取增加一个字母和更换字母等语源学的特

相，或者采取以插入字方法的披索达拉(pisodara)等文法的特

相：由于虽然说他具有生起世间、出世间之乐【108】而到

达布施、持戒等巴拉密大海彼岸的吉祥，因此当知本应说为

〚具吉祥(Bhà gyavà )〛的，而说为〚世尊(Bhagavà )〛。由

于他已破了贪、瞋、痴、颠倒作意、无惭、无愧、忿、恨、

覆、恼、嫉妒、悭吝、欺瞒、奸诈、顽固、激情〔急躁〕、

慢、过慢、骄、放逸、爱、无明、三不善根、(三)恶行、

(爱等)三杂染、(贪等)三垢、(欲等)三不正想、(欲等)三
                                                 
203   Mnid.p.143. 
204   Mnid.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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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爱、见、慢)三迷执、(常、乐、我、净)四种颠倒、

(欲、有、见、无明)四漏、(贪、瞋、戒禁取、见取)四系、

(欲、有、见、无明)四暴流及(四)轭、(欲、瞋、痴、怖)四

不应行〔非趣〕、(资具的)四生爱、(欲、见、戒禁、我语)

四取、(疑佛、疑法、疑僧、疑学处、抱怨同梵行者)五种心

的荒秽、(欲缚、身缚、色缚、恣意食睡、求天界而修梵行

五)缚、(五)盖、(色等)五欢喜、六种净根、(六)爱身、七

随眠、八世间法〔(与八圣道相反的)八邪性205〕、九爱根、

十不善业道、持六十二见、百八爱行类、一切的不安、热

恼、百千的烦恼，或者略而言之，破了烦恼、蕴、行、死、

天子的五魔，由于他已经破了这些过失，因此本应说为〚破

坏(Bhaggavà )〛的，而说为〚世尊(Bhagavà )〛。而且在此

可(如此)说： 
〚破了贪并破了瞋，破了痴而成无漏， 
破了一切诸恶法，因此称他为世尊。〛 

以〚具吉祥〛是阐明他持有百福特相的色身成就，以

〚破恶〛则是(阐明)他的法身成就。同样地，(具吉祥与破

恶)是说明为世间的类似者之所尊敬，在家人及出家者之所

当亲近〔所当信赖〕，能令亲近他的人有力得以除去身心的

痛苦，为财施及法施的饶益者，以及阐明有能力可与世间与

出世间的快乐。 
再者，由于在世间的自在、法、名声、庄严、欲、精勤

的六法，则用〚祥瑞(Bhaga)〛的词。(世尊)对自己的心有

最胜的〚自在〛，或者有变小变大等(八自在)为世间所共许

的一切【109】行相圆满；同样地，是出世间的〚法〛。有

通达三界证得如实之德而极辫净的〚名声〛。(佛陀的)色身

四肢五体的一切行相圆满，能令热心的人眼见而心生欢喜的

〚庄严〛。(佛陀一切)自利利他的希求与欲求，悉能随其所
                                                 
205   〚八世间法〛，〘清净道论〙与缅甸版为〚八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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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而达成，遂其所欲愿而达成称为〚欲〛。有成为一切世间

所尊敬原因称为正精进的〚精勤〛。因此以这些祥瑞相应，

也就是以此〚他有祥瑞(Bhaga)〛之义而称为〚世尊〛。 
再者，(pg. 093)由于以善等的分类而分别一切法，或(分

别)蕴、处、界、谛〔信206〕、根、缘起等善等法，或以逼

恼、有为、热恼、变易之义而(分别)苦圣谛，以积集、因

缘、结缚、障碍之义而(分别)集(圣谛)，以出离、远离、无

为、不死之义而(分别)灭(圣谛)，以引出、因、见、增上之

义而(分别)道(圣谛)。即是分别、开显、演说而说的，因此

本 应 说 为 〚 分 别 (vibhattavà ) 〛 的 ， 而 说 为 〚 世 尊

(Bhagavà )〛。 
再者，由于(佛陀)习行、亲近、多作了天住、梵住、圣

住，身、心与执着的远离，空、无愿、无相(三)解脱，及其

他 一 切 世 间 、 出 世 间 的 上 人 法 ， 因 此 本 应 说 为 〚 习 行

(bhattavà )〛的，而说为〚世尊(Bhagavà )〛。 
再者，由于(佛陀)已经舍离在三有而称为爱的旅行，因

此本应说〚在有中舍离旅行者〛(bhavesu vantagamana)，但

现在取有(bhava)的跋(bha)字，取旅行(gamana)的嘎(ga)
字，取舍离(vanta)的瓦(va)字，再将阿(a)变成长音的阿

(à )，而说为〚世尊〛(Bhagavà )。犹如在世间本应说〚隐处

(mehanassa)空(khassa)的花环(mà là )〛，但是取(me+kha+là )
而说为〚腰带(mekhalà )〛。【110】 

到此为〚如是我闻〛之语乃是在开示(依所听闻、依所

学取207)的法，以阐明现见世尊的法身。由此：〚大师的言教

尚未过去，这即是你们的导师。〛使那些未曾见过世尊而感

到失望的人们得以酥息〔安慰〕。以〚一时，世尊〛之语来

显示，在那个时候世尊已经不在(世间)了，以指出(世尊的)
                                                 
206   〘清净道论〙与缅甸版为〚谛〛，而锡兰版为〚信〛。 
207  括号中的这段文乃是缅甸版有而锡兰版从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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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身(已经)般涅盘了。因此：〚即使这位开示如此种类圣

法、持有十力、金刚众合之身的世尊也般涅盘了，因此，其

他人怎么能期待生命活着(而不死)呢？〛使放逸生活的人们

生起悚惧感，令对正法生起勇猛(精进修行的心)。而且，当

在说〚如是〛时，即显示开示成就；(在说)〚我闻〛时，即

(显示)弟子成就；(在说)〚一时〛时，即(显示)时间成就；

(在说)〚世尊〛时，即(显示)开示者成就。 
〚住在沙瓦提(Sà vatthiya§  viharati)〛：此中〚沙瓦提〛

为沙瓦塔(Sà vattha)仙人所曾住过的城市，并且犹如咖康迪

(kà kandã)及马康迪(mà kandã)，如此(把它改成)阴性词，而

称为〚沙瓦提(Sà vatthi)〛，如此是语源学家(所能同意的)。

然而注释书的导师们说：〚凡是(pg. 094)对人们有用及有利

益的，在此则一切都有(利益)(sabbam ettha atthi)〛(因此称)

为沙瓦提(Sà vatthi)。并且当旅商们集合而问说：〚(那里)有

什么货物？〛时，所取之语(回答说)：〚一切(商品)都有

(sabbam atthi)。〛(因此称)为沙瓦提(Sà vatthi)。 
〚一切时一切资具，都在沙瓦提(Sà vatthi)汇集， 
因取了一切都有，因此称为〜沙瓦提(Sà vatthi)〝。 
高沙喇(Kosala)优美首都，所见能令心欢喜， 
十种声音离不远，拥有食物与饮料。【111】 
由增长而至广大，成功、繁荣令心喜， 
如 天 阿 拉 咖 满 达 (â ëakamandà )， 沙 瓦 提 城 最 为

上。〛 
该沙瓦提为邻近义的处格。 

〚住在(viharati)〛－即阐明这个词与拥有威仪(住)、天

(住)、梵(住)，及圣住的其中一种住并无不同。而这里(的

住)即阐明在分为站立、行走、坐着、躺卧的威仪之其中一

种威仪相结合，当知世尊即是以站立、行走、坐着，或躺卧

而(称为)住。当以一种威仪所系而中断了其它威仪时，则使

自 体 保 持 运 行 着 ， 而 不 会 倒 下 去 ， 因 此 称 为 〚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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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harati)〛。 
〚揭答林(Jetavana)〛－此中，战胜了自己的敌人为〚胜

利者(Jeta)〛。或者在国王或自己战胜了敌人而出生了〔出

生者〕为〚胜利者(Jeta)〛。或者只是为了想要吉祥而取了

〚胜利者(Jeta)〛之名。 
爱念为〚林(vana)〛；即想要诸有情相信〔爱着〕自己

的成就，即是生起对自己的爱着之义。或者由欲念为〚林

(vana)〛；由于有各种花的香与气味而使杜鹃等空行(的有情)

鸣叫(与)陶醉，微风吹动树的树枝、枝条、花、果、嫩芽及

树叶，犹如在乞求诸生物：〚请来并享用我吧！〛之义。揭

答(胜利者)的林为〚揭答林〛。由于那是由揭答王子所种

植、培育、守护的，而且他是那(林)的主人，因此称为〚揭

答林〛，而在那揭答林。 
〚给孤独园(Anà thapiõ ó ikassa à rà me)〛－此中，这位居

士的名字，他的父母亲把他取名为苏达塔(Sudatta-善授)。由

于他拥有一切欲208，由于离了悭吝的垢，以及拥有悲等德，

他在经常之时，施与诸无依怙者(anà tha)(pg. 095)食物(piõ ó a-
团食)，因此被称为〚给【112】孤独者〛。 

此中，使诸生物喜乐，或者特别使诸出家者喜乐为〚园

(à rà ma-喜乐)〛。即该(园)有美丽的花、果、嫩芽等，或者

成就无论从何处前来都不太远、不太近等五种住处支209，使

人喜乐、欢喜，居住了没有不满之义。或者成就所说方式的

(住处)，即使前往了各处，在此之间，当自己再回来〔带
                                                 
208   〚他拥有一切欲〛，缅甸版为〚他的一切欲是繁荣的〛。 
209   〚五种住处支〛即：〚(1 . )其住处(离乞食的村庄)不太远，也不太近，是

适宜往返的；(2 . )在白天不喧闹，而晚上少声响、少声音；(3 . )少有虻、

蚊、风吹、炎热(及)爬虫类的恼触；(4 . )对于住在该住处者，容易获得衣、

饮食、坐卧具及病缘药品资具；(5 . )在该住处住有多闻、通达阿含〔教

理〕、持法、持律及持本母的(长老)比库们，可以时常前往请教他们问题：

〜尊者，这是如何？这是什么涵义？〝而那些尊者得以开显其隐蔽的，阐明

其所不明了的，而且对于诸法中各种当疑处得以去除疑惑。〛A.v,pp.15~6. 



                                            吉祥经注 

 123 

来〕后即能喜乐为〚园(à rà ma-喜乐)〛。 
由该给孤独居士以一亿八千万的黄金铺(地)而从揭答王

子的手中买来的，再以一亿八千万的黄金来建造住处，再以

一亿八千万的黄金使寺院建成，如此以施舍五亿四千万的黄

金(建造寺院)而布施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因此称为〚给

孤独园〛，而在那给孤独园。 
而且此中以〚揭答林〛之语来赞扬先前的主人；以〚给

孤独园〛之语来赞扬后来的主人。然而是什么目的赞扬他们

呢？(可以回答)说：(首先)是想要决定性的回答问题：〚在

哪里开示？〛的；(其次)想要劝导其他人(修)福以及使持有

(正)见。当中，以卖地所得的一亿八千万黄金建造(寺)门的

牌楼，以及价值数千万(黄金)的树木是由揭答(王子)所施舍

的；而五亿四千万的(黄金建造寺院)是由给孤独(所施舍)

的。阿难达尊者当在显示而赞扬那些：〚如此想要诸福者所

修的诸福〛，并且劝导其他想要(修)福者使持有(正)见。如

此当知这里的目的即是劝导想要(修)福者使持有(正)见。 
在此(可能有人问难)说：〚假如世尊住在沙瓦提，则不

应说：〜(住在)揭答林给孤独园〝；或者(假如)住在(揭答

林给孤独园)那里，则不应说：〜(住在)沙瓦提〝；事实

上，在一时是不可能【113】住在两个地方的！〛(可以回答)

说：不是已经说过：〚为邻近义的处格〛吗？就如当牛群游

行在恒河、雅母那河等附近时，说为：〚在恒河游行〛、

〚在雅母那河游行〛；同样地，在此当知：当住在沙瓦提附

近的揭答林给孤独园那里时，称为：〚住在沙瓦提，揭答林

(pg. 096)给孤独园。〛沙瓦提之词是为了指出(托钵)行处的

村庄；其余之词则是指出出家者所适宜居住之处。 
此中，(阿难达尊者)提到〔赞扬〕〚沙瓦提〛，则指出

世尊资益在家人；提到〚揭答林〛等，则指出资益出家者。

同样地，由在前面的(沙瓦提，)接受(衣、食等)资具，(指

出)避免从事自我折磨的苦行；从后面的(揭答林给孤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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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舍断事欲，来显示避免从事诸欲沉迷于欲乐的方法。并且

以前面的(沙瓦提，指出世尊)从事开示法；以后面的(揭答

林给孤独园，指出)远离的信解。以前面的(沙瓦提，指出)

由于悲而前往；以后面的(揭答林给孤独园，指出)由于慧而

隐退。以前面的(沙瓦提，指出)达成使诸有情利益与快乐的

信解；以后面的(揭答林给孤独园，指出)以无杂染而使他人

利益与快乐。以前面的(沙瓦提，指出)不舍如法乐相的安乐

住；以后面的(揭答林给孤独园，指出)致力于上人法之相。

以前面的(沙瓦提，指出)对人们的诸多资益；以后面的(揭

答林给孤独园，指出)对天神的(诸多资益)。以前面的(沙瓦

提，指出世尊)在世间出生，在世间成长；以后面的(揭答林

给孤独园，指出世尊)不染着世间，如此等。 
〚那时(atha)〛－即不间断义。 
〚kho(未译出)〛－为显示主题间的不变词。即显示世

尊无间断地在(揭答林给孤独园)那里住，在这之间生起的主

题。那是什么呢？即〚有位天神〛等。 
此中，〚有位(a¤ ¤ atarà )〛－为不定的指示词。由于该

(天神)没有特别的名与姓，因此说：〚有位〛。 
〚天人(devatà )〛－只是天人(deva)，这是阳性、阴性

共通之词。然而在此为【114】阳性的，该天子无论如何，

由于共通之名而说为〚天人(devatà )〛。 
〚 在 深 夜 (abhikkantà ya rattiyà ) 〛 － 此 中 ，

〚abhikkanta(深)〛字显现有尽、阴历特定的日子、美妙、严

妙 、 随 喜 等(义 )。 此 中 ， 在 ： 〚 尊 者 ， 夜 已 深 〔 尽 〕

(abhikkanta)，初夜已尽，比库僧团已经坐很久了。尊者，请

世尊为比库们诵巴帝摩卡！210〛如此等为显示尽(khaya)(之

义)。在：〚凡在那些特别(abhikkanta)、特定的〔有特相

的〕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如此等为阴历特定的日子
                                                 
210   Vin.ii,p.236; A.iv,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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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bbaniya)(之义)。在：〚在这四种人当中，这是最为突出

(abhikkanta)，最为殊胜的，211〛如此等为美妙(sundara)(之

义)。在： 
〚谁在顶礼我双足，照耀称誉的成就， 
以该殊胜(abhikkanta)的容色，散发光芒照诸方？
212〛 

如此等(pg. 097)为严妙(abhirå pa)(之义)。在：〚太美妙了

(abhikkanta)，苟答马尊者！太美妙了，苟答马尊者！213〛如

此等为随喜(abbhanumodana)(之义)。而这里的(abhikkanta)
是指〚尽〛。因此〚深夜〛即说成〚夜尽了〛。 

〚 容 色 殊 胜 (abhikkantavaõ õ à ) 〛 － 此 中 ， 殊 胜

(abhikkanta)的字是指严妙(之义)。容色(vaõ õ a)字则显示有

皮肤、赞颂、种族、原因、外形、尺量、色处等(义)。此

中，在：〚世尊，您的皮肤(vaõ õ a)是金色的214〛，如此等为

皮肤(chavi)(之义)。在：〚居士，你对沙门苟答马做这些赞

叹(vaõ õ a)，是在哪时候所收集的呢？ 215 〛如此等为赞颂

(thuti)(之义)。在：〚苟答马尊者，有这四种(种姓)阶级

(vaõ õ a)216〛，如此等为种族(kulavagga)(之义)。在：〚然而

是什么理由(vaõ õ a)，【115】称〜(我是)盗香人〝呢？217〛

如此等为原因(kà raõ a)(之义)。在：〚(魔王以神通)化为大

象王的外形(vaõ õ a)218〛，如此等为外形(saõ ñhà na)(之义)。

在 ： 〚 有 三 种 尺 寸 (vaõ õ a) 的 钵 219 〛 ， 如 此 等 为 尺 量
                                                 
211   A.ii,p.101. 
212   Vv.p.49. 
213   Vin.ii,p.6; M.ii,p.22. 
214   SN.p.108,v.548. 
215   M.i,p.386. 
216   D.i,p.91. 
217   S.i,p.204. 
218   S.i,p.104. 
219   Vin.iii,p.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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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à õ a)(之义)。在：〚颜色(vaõ õ a)、香、味、食素220〛，

如此等为色处(rå pà yatana)(之义)。而这里的(vaõ õ a)当知是

指〚皮肤〛。因此〚容色殊胜〛即说成〚严妙的皮肤〛。 
〚整座(kevalakappa§ )〛－此中，整个(kevala)字有无余

的、大多的、不混杂、无剩余、坚固、离系缚等多义。此

中，在：〚完全(kevala)圆满、清净的梵行221〛，如此等为

无余的(anavasesatà )之义。在：〚在整个(kevala)盎嘎(Aï ga)
及 马 嘎 塔(Mà gadha)(国 的 人)将 带 来 丰 盛 的 主 食 和 副 食
222〛，如此等为大多的(yebhuyyatà )(之义)。在：〚生起了

整个(kevala)苦蕴 223 〛，如此等为不混杂(abyà missatà )(之

义)。在：〚这位尊者仅仅(kevala)只是(依于)信224〛，如此

等 为 无 剩 余(anatirekatà )(之 义)。 在 ： 〚 尊 者 ， 阿 奴 卢 塔

(Anuruddha)尊者有位名为跋唏咖(Bà hika)的同住者，完全

(kevala) 处 在 分 裂 僧 团 ( 的 状 态 ) 225 〛 ， 如 此 等 为 坚 固

(daëhatthatà )(之义)。在：〚纯一(kevala)住立者，称为最上

人226〛，如此等为离系缚(visa§ yoga)(之义)。而〚无余的〛

为这里(kevala)的意趣。 
而此〚(kappa)〛字有相信、如法的、时间、施设、切

断、解说、一会儿、周辫等多义。如此，在：〚由于是阿拉

汉(pg. 098)、正自觉者，所以苟答马(Gotama)尊者(的话)是

应当相信的(okappanãya)227〛，如此等为相信(abhisaddahana)
之义。在：〚诸比库，我听许可以食用五种沙门所允许
                                                 
220   Vism. p.364. 
221   D.i,p.62. 
222   Vin.i,p.27. 
223   S.ii,p.1. 
224   A.iii,p.376. 
225   A.ii,p.239. 
226   A.v,p.16. 
227   M.i,p.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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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 〕(kappa)的(水)果 228 〛 ， 【116 】 如 此 等 为 如 法 的

(vohà ra)(之义)。在：〚我实恒常(kappa)安住229〛，如此等

为时间(kà la)(之义)。在：〚该咖帕(Kappa)尊者230〛，如此

等为施设(pa¤ ¤ atti)(的名字之义)。在：〚以修剪(kappa)须

发来庄严231〛，如此等为切断(chedana)(之义)。在：〚允许

(kappa)两指宽是允许的232〛，如此等为解说(vikappa)(之

义)。在：〚应可躺卧一会儿(kappa)233〛，如此等为一会儿

(lesa)(之义)。在：〚辫照了整个(kappa)竹林234〛，如此等

为周辫(samantabhà va)(之义)。而〚周辫〛为这里(kappa)的

意趣。由此当知〚整座揭答林〛即是完全无余的整座揭答林

之义。 
〚照亮了(obhà setvà )〛－即使辫满光明，犹如月亮，及

犹如太阳一般；即是使整个光明、整个明亮之义。 
〚来到世尊处(yena bhagavà  tenupasaï kami)〛－为处格

义的具格。在此当知即是〚前往了世尊所在之处〛如此之

义。或者在此当知〚由于世尊有使天与人当前往的原因，所

以以该原因而前往〛如此之义。然而是什么原因有当前往世

尊处呢？为了证得各种殊胜诸德的意趣，犹如常结果实的大

树，有使鸟群(前往)享用美味果实的意趣。而〚来到〛是指

〚到达〛而说的。 
〚来到之后(upasaï kamitvà )〛－即阐明前往的终点；或

者如此到达，由那称为〚靠近〛的，即到达了较接近世尊处

之后而说的。 
〚 礼 敬 了 世 尊(Bhagavanta§  abhivà detvà )〛 － 即 在 礼

                                                 
228   Vin.ii,p.109. 
229   M.i,p.249. 
230   SN.p.211,v.1092. 
231   J.vi,p.268. 
232   Vin.ii,p.294. 
233   A.iv,p.333. 
234   S.i,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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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恭敬、致敬了世尊之后。 
〚在一边(ekamanta§ )〛－即指出中性的形式；即是指

一处、一侧而说的。或者为处格义的对格。【117】 
〚站(aññhà si)〛－即排除了坐着等；即是使站着，站立

着之义。然而如何(pg. 099)站着而说：〚站在一边〛呢？ 
〚不在其后不在前，不太近也不太远， 
不在说者逆风处，不在说者高胜处， 
避开了这些过失，这称为〜站在一边〝。〛 

然而为什么他只站着而不坐下呢？由于想要尽快离去的

缘故。诸天实在只有在为了某种目的的缘故，才来人间的，

犹如清净之人(前往)厕所一般。(事实上，)这人间的自性对

他们而言，即使离(他们)有一百由旬之遥，还是恶臭与厌恶

的，一点都不喜欢这里，因此在前来办完事情后，即想要尽

快离去，所以不坐下。再者，凡为了去除行走等威仪的疲劳

才坐下，而该天神并不疲劳，因此不坐下。再者，由于大弟

子们围绕世尊而站着，出于尊敬他们，因此不坐下。再者，

由于尊敬世尊，因此不坐下。当诸天想要坐下的时候，即会

现出座位，由于没有想要坐下，其心没有(运转)，(因此)站

在一边。 
〚站在一边的该天人(ekamanta§  ñhità  kho sà  devatà )〛－

即以如此这些原因而站在一边的该天神。 
〚以偈颂对世尊说(Bhagavanta§  gà thà ya ajjhabhà si)〛－

即以编集固定字句的语词对世尊说之义。是(说)什么呢？

〚众多天与人，……，请说最吉祥。〛 
 

(吉祥问题的缘起论) 
这里，由于在本母所列举的：〚我们以各种(方式)来解

释，〜如是〝等字的涵义。说了(此经的)缘起〔等起〕〛；

并且对该缘起〔等起〕应当有解说的机会，因此(首先)在说

了吉祥问题的缘起〔等起〕后，我将解释这些【118】偈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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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涵义。然而，什么是吉祥问题的缘起〔等起〕呢？据说在

印度(Jambudãpa)有大群的人众群聚在各个城门、集会堂、辩

论堂等处，在付了金钱〔黄金〕后，使开讲各种悉达抢劫案

(sãtà haraõ a)等(教)外的论题，每个论题讲了四个月才结束。

当中，有一天，生起了有关吉祥论题：〚到底什么是吉祥？

看到的是吉祥吗？听到的是吉祥吗？觉知的是吉祥吗？有谁

知道(什么是)吉祥呢？〛当时(pg. 100)，有一位认为见到的

是吉祥的男子说：〚我知道吉祥。见到的是世间的吉祥，因

为见到的色被公认是最吉祥的。例如：在此，有人在早晨

〔适时〕起来，看见会说话的鸟〔犀鸟235〕、北卢瓦(beluva)
树苗、孕妇、盛服庄严的孩子们、装满(水)的水罐、新鲜红

刀鱼、骏马、骏马拉的马车、公牛、母牛、黄褐色的牛，或

看 见 某 种如此 被 公认是 最吉祥的色。 这称为所见到的 吉

祥。〛有些人接受他的说法，有些人则不接受，不接受的人

则与他争论。当时，有一位认为听到的是吉祥的男子说：

〚诸贤友，这眼睛看见净与不净的，同样地，也(看见)美与

丑〔不美〕的，也(看见)可喜与不可喜的。假如见到的是吉

祥，则一切都是吉祥的，因此见到的不是吉祥。【119】然

而，听到的是吉祥，因为听到的声音则被公认是最吉祥的。

例 如 ： 在 此 ， 有 人 在 早 晨 〔 适 时 〕 起 来 ， 听 到 〜 增 长

(Vaó ó ha) 〝 、 〜 正 在 增 长 (Vaó ó hamà na) 〝 、 〜 圆 满

(Puõ õ a)〝、〜美好(Phussa)〝、〜欢喜(Sumana-善意)〝、

〜祥瑞(Siri)〝，或〜增长祥瑞〝(Sirivaó ó ha)，或者〜今天

是好的星宿〝、〜好时刻〔好须臾〕〝、〜好日子〝，或

〜善吉祥〝，或者听到某种如此被公认是最吉祥的声音。这

称为所听到的吉祥。〛有些人接受他的说法，有些人则不接

受，不接受的人则与他争论。当时，有一位认为觉知的是吉

祥的男子说：〚诸贤友，这耳朵听到好与坏〔不善〕的，也
                                                 
235 〚bhà sasakuõ a§ (会说话的鸟)〛，缅甸版为：〚cà takasakuõ a§ (犀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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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可喜与不可喜的声音。假如听到的是吉祥，则一切都

是吉祥的，因此听到的不是吉祥。然而，觉知的是吉祥，因

为觉知的香、味、触则被公认是最吉祥的。例如：在此，有

人在早晨〔适时〕起来，嗅到莲花香等花香、咀嚼到美味的

齿木，或者摸触到土地、青翠的农作物、新鲜牛粪、乌龟、

(一)蓝芝麻、花，或果实，或者涂抹柔细的泥土、穿着柔细

的衣服，或者戴上柔细的头巾，或嗅到其它某种如此被公认

是最吉祥的气味，或尝到(某种如此被公认是最吉祥的)味

道，或触到(某种如此被公认是最吉祥的)可触之物。这称为

所觉知的吉祥。〛有些人接受他的说法，有些人则不接受。

在此(pg. 101)，认为见到的是吉祥者无法使认为听到的是吉

祥者认同〔和他有相同的看法〕，没有任何人能使另外两种

人(和他有相同的看法)。并且，那些接受见到的是吉祥者的

话之人们在离去后说：〚只有见到的是吉祥。〛而那些(接

受)听 到 的 、 觉 知 的(是 吉 祥 者 的 话 之 人 们)在 离 去 后 也

说 ： ： 〚 只 有 听 到 的 是 吉 祥 〛(及)〚 只 有 觉 知 的(是 吉

祥)。〛如此，这吉祥的论题在整个印度自然的流行起来。 
当时，在整个印度的人们一群、【120】一群地思惟诸

吉祥：〚什么是吉祥？〛人类的保护天神在听到了该言论

后，也同样地思惟诸吉祥。那些天神的地居天神朋友在听到

了(他们的讨论)后，地居天神们也同样地思惟诸吉祥。那些

(地居)的空居天神朋友(在听到了他们的讨论后，空居天神

们也同样地思惟诸吉祥。)空居天的四大王天的朋友们，以

此方式直到善见天的诸天神有色究竟天的天神朋友们，在听

到了(他们的讨论)后，色究竟天的天神们也同样的一群、一

群地思惟诸吉祥。如此直到在一万个轮围界的一切处，生起

了诸吉祥的思惟。即使(一再地对吉祥有各种不同的)判定：

〚这个是吉祥。〛〚这个是吉祥。〛然而在十二年当中，还

是没有得到〔大家能同意的〕定义。除了(世尊的)圣弟子们

外，一切人们、天神与梵天神依〚见到的〛、〚听到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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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知的〛分成三种(主张)，没有任何一个能得到如实的结

论(说)：〚只有这个是吉祥〛，因此在世间生起关于吉祥的

喧哗声。 
有五种喧哗：对劫的喧哗、对转轮的喧哗、对佛陀的喧

哗、对吉祥的喧哗，及对寂静〔牟尼〕的喧哗。此中，有欲

界的诸天神，(知道十万年后，世间将成劫灭，)于是披头散

发，哭丧着脸，以手擦拭眼泪，穿着红衣〔染衣〕，极为奇

形怪状的在人行道上游行，宣告说：〚再过十万年后就是劫

灭了，这个世界将要消灭了，大海将要涸竭了，这个大地与

诸山之王的须弥(Sumeru)【121】山将要燃烧、将要灭亡

了，直到梵天界的世间将要灭亡了。诸贤友，请修慈吧！诸

贤友，请修悲、修喜、修舍吧！请奉侍母亲！请奉侍父亲！

请尊敬家族中的长者吧！请警醒不要放逸！〛这称为对劫的

喧哗。(同样)也是有欲界的诸天神在人行道上游行，宣告

说：〚过一百年后，转轮(圣)王将出现世间了！〛这称为对

转轮的喧哗。有净居天的诸天神戴持梵天的装饰，在头上围

上梵天(pg. 102)的头巾，以佛陀诸德的言论使生起喜与愉

悦，在人行道上游行，宣告说：〚过一千年后，佛陀将出现

世间了！〛这称为对佛陀的喧哗。(同样)也是净居天的诸天

神，在了知诸天神与人们的心(念)后，在人行道上游行，宣

告说：〚过十二年后，正自觉者(的佛陀)将开示诸吉祥。〛

这称为对吉祥的喧哗。(同样)也是净居天的诸天神，在人行

道上游行，宣告说：〚过七年后，有位比库将会遇见世尊

〔与世尊聚在一起〕，并问关于寂静〔(moneyya)牟尼〕的

行道〔修行方法〕。236〛这称为对寂静〔牟尼〕的喧哗。在

这五种喧哗中，分成见到的是吉祥等三种(主张)237，这是在

天与人的世间生起了有关吉祥的喧哗。 
                                                 
236   〚关于寂静〔牟尼〕的行道〛，见：SN.pp.135~6,v.698. 
237   〚分成见到的是吉祥等三种(主张)〛一句，缅甸版为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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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诸天与人们一再地探讨，但还是没有得到诸吉祥

(的答案)，经过了十二年后，三十三天(Tà vati§ sa)身的天神

们集会、聚集在一起思考(说)：〚诸贤友，就如在家人之中

有一家之主，在诸村民【122】有村长，在一切人民有国

王，同样地，这位沙咖天帝〔帝释天王〕是我们当中最上、

最殊胜的，即是他依福(业)、威力、主权与智慧而统治(四

大王天及三十三天的)两层天界。我们何不(前往)沙咖天帝

〔帝释天王〕(处并)请问此义呢！〛他们前往沙咖〔帝释〕

的面前，礼敬穿着适宜该场合的衣着且辉耀着身躯，并由两

千一百万位天女所围绕，坐在帕利恰塔咖(pà ricchattaka)树

下，殊胜的橘黄色毛毯(宝)座上的沙咖天帝〔帝释天王〕，

然后站在一边，(如)此说：〚大王〔尊者〕，请您知悉关于

吉祥的问题现在已经生起了。有些说：〜见到的是吉祥〝，

有 些 说：〜听 到的是吉祥 〝 ，有些 则说：〜觉知 的是吉

祥〝。我们及其他人都没有结论。假如您能给与解答，那实

在就太好了！〛即使天王天生就很有智慧，他还是(问)说：

〚这个吉祥的论题最初在哪里生起的呢？〛(他们回答)说：

〚大王，我们从四大王天(的天神们那里)听来的。〛接着，

四大王天(的天神们说：)〚从空居天的天神们(那里听来

的)。〛空居天(的天神们说：)〚从地居天的天神们(那里听

来的)。〛地居天(的天神们说：)〚从人类的保护天神们(那

里听来的)。〛人类的保护天神们说：〚在人间生起〔等

起〕的。〛当时，沙咖天帝〔帝释天王〕问(说)：〚正自觉

者(的佛陀现在)住在哪里？〛(他们回答)说：〚大王，在人

间。〛(沙咖天帝〔帝释天王〕问说)：〚有人去问过世尊那

个(问 题)吗 ？ 〛(他 们 回 答 说)： 〚 大 王 ， 没 有 。 〛 (pg. 
103)(沙咖天帝〔帝释天王〕说)：〚诸贤友，你们怎么可以

舍弃了火，却认为萤火虫是光明呢？你们怎么可以跳过能毫

无遗漏地开示吉祥的世尊，却认为应该来问我呢？诸贤友，

请过来，我们(去)问世尊这个(问题)，我们必定将能获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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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的答案。〛即命令一位天子(说)：〚你(去)问世尊这个

(问题)。〛【123】该天子便以适宜该场合的装扮，打扮好

自己，犹如发出闪电般，在天神众的围绕下，前往揭答林的

大寺院(Jetavanamahà vihà ra)，礼敬世尊，然后站在一边。

(接着，他)在问有关吉祥的问题时，而说出：〚众多天与

人……。〛的偈颂。这就是有关吉祥问题的缘起〔等起〕。 
 

(解释「众多」﹙等﹚的偈颂) 
(ß Bahå  devà  manussà  ca, maï galà ni acintayu§ , 

 à kaï khamà nà  sotthà na§ , brå hi maï galamuttama§ .û  
众多天与人，思惟诸吉祥， 
希望得安乐，请说最吉祥。) 

现在(以下)是偈颂句义的解释：〚众多(bahå )〛－即指

出不定的数目。即是数百、数千，及数十万而说的。 
(他们)娱乐为〚诸天(devà )〛；即是以五种妙欲来嬉

戏，或者(他们)以自己的严妙来散发光芒之义。然而，〚诸

天(devà )〛由通称、出生及清净，有三种天。如说：〚〜诸

天(devà )〝有三种天：通称的天、出生的天及清净的天。此

中，〜通称的天(sammutidevà )〝是指诸王、诸王后、及诸王

子。〜出生的天(upapattidevà )〝是指四大王天以及(比他们)

更高的诸天。〜清净的天(visuddhidevà )〝是指诸阿拉汉而说

的。238〛在那些当中，出生的天，才是这里的意趣。 
马 怒(Manu)的子孙为〚人类(manussà )〛。然而古人

说：〚由于意的增盛为人类。〛他们有四种，即：赡部洲

(Jambudãpa-印度)的人、阿帕拉锅呀纳(Aparagoyà na-西牛贺

洲)的人、伍答拉枯鲁(Uttarakuru-北俱卢洲)的人，及普拔威

碟哈(Pubbavideha-东胜身洲)的人，而赡部洲(Jambudãpa-印

度)的人为这里的意趣。 
                                                 
238   Vbh.p.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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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有情由于这些而祥瑞、伟大〔诸有情由于这些而流入

吉庆〕为〚诸吉祥(maï galà ni)〛；即是获得成就与增长之

义。 
〚思惟(acintayu§ )〛－即思考。 
〚希望(à kaï khamà nà )〛－即想要、希求、渴望。 
〚安乐(sotthà na§ )〛－即安稳的状态；即是希求一切诸

法在现法〔当下〕及来世得以严净、美好、极善而说的。 
〚 请 说 (brå hi) 〛 － 即 请 开 示 、 阐 明 、 说 、 开 显 、

【124】(pg. 104)分别、解释。 
〚诸吉祥(maï gala§ )〛－即成功的原因、繁荣的原因、

一切成就的原因。 
〚最上(uttama§ )〛－殊胜、最高、能带来一切世间利

益与快乐。这是对这首偈逐句的解释。 
以下是聚义〔要义〕：该天子见到在十万个轮围界的诸

天，为了想要听到吉祥的问题而会集在这个轮围界，并将他

们自己化成微细到十位、二十位、三十位、四十位、五十

位、六十位、七十位，乃至八十位(天神)能处在毛端边际之

量的空间，站立并围绕着散发胜过一切天、魔、梵天严妙与

威力的光芒，并坐在铺设着殊胜佛座的世尊，然而即使那时

(该天神)他的心无法了知整个赡部洲(Jambudãpa-印度)没有

来(聚集此地)人们的心之所念，然而为了拔出一切天与人的

疑惑之箭，而说：〚众多天与人，思惟诸吉祥，希望得安

乐，想要自己安乐的状态，请说最吉祥。〛我所问的问题是

在诸天的同意下，并有帮助于人类的，请世尊为了慈悯与摄

取而告诉我们，能使(我们)一切(众生)一向〔纯粹；完全〕

带来利益与快乐的最上吉祥！ 
 

(解释「不结交」﹙等﹚的偈颂) 
(ß Asevanà  ca bà là na§ , paõ ó ità na¤ ca sevanà , 
på jà  ca på janãyà na§ , eta§  maï galamutta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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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结交愚人，亲近诸智者， 
礼敬可敬者，这是最吉祥。〛) 

当 如 此 听了 天 子 的这话 后 ， 世尊 说 了 ：〚 不 结 交 愚

人……〛的偈颂。此中，〚不结交(asevanà )〛－即不亲近、

不尊敬。 
〚愚人(bà là na§ )〛－即(他们)强力、呼吸为诸愚人；即

是只是以吸气与呼气而活命，并没有慧命为意趣。而他们为

诸愚人(bà là na§ )。 
〚 诸 智 者 (paõ ó ità na§ ) 〛 － ( 他 们 ) 挑 选 自 己 的 路

(paõ ó anti)为诸智者；即是以利益现世及来世的智趣〔智慧的

前 往 方 法 〕 【 125 】 而 前 往 为 意 趣 。 而 他 们 为 诸 智 者

(paõ ó ità na§ )。 
〚亲近(sevanà )〛－即结交、尊敬，与(他们)为同伴、

亲密交往、具有239。 
〚礼敬(på jà )〛－即恭敬、尊重、尊敬、致敬。 
〚可敬者(på janãyà na§ )〛－即(那些)值得尊敬者。 
〚这是最吉祥(eta§  maï galamuttama§ )〛－在结合了不

结交愚人、亲近诸智者，及礼敬可敬者的这一切后，而说：

〚这是最吉祥。〛由于你问了：〚请说最吉祥〛，在此取了

该(问题)，到此而说：〚这是最吉祥。〛这是对此偈句的解

释。 
以下当知(pg. 105)是对该义的解释：当如此听了天子的

这话后，世尊说了(：〚不结交愚人……〛的240)这首偈颂。

此中，有四种说法〔kathà -论说〕：经问了而说法、未问而

说法、有结论的说法，及没有结论的说法。此中，在：〚广

慧的苟答马，我问您：如何做才能成为好的弟子呢？241〛以
                                                 
239  括号里的字乃是缅甸版有而锡兰版从缺。 
240  括号里的字乃是缅甸版有而锡兰版从缺。 
241   SN.p.66,v.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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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尊者，您如何度瀑流呢？242〛如此等是经问过而说

的为〚经问了而说法(pucchitakathà )243〛。在： 〚当他人认

为〔说〕是快乐，诸圣人则认为〔说〕是痛苦244〛，如此等

未 经 问 而 以 自 己 的 意 向 而 说 的 为 〚 未 问 而 说 法

(apucchitakathà )〛。从：〚诸比库，我说有因缘之法245〛之

语 ， 一 切 诸 佛 所 说 的 法 为 〚 有 结 论 的 说 法

(sà nusandhikakathà )〛。在这教法是没有〚没有结论的说法

(ananusandhikakathà )〛的。在如此这些说法中，由于这(部

经)是经由该天子问了世尊才开示的，所以是〚经问了而说

法(pucchitakathà )〛。而且在经问了而说法，犹如聪明的男

子善巧于道，善巧于非道〔熟悉什么是正确的途径及不正确

的途径〕，当在被问路时，(首先)告诉应当避免的，接着告

诉应当走〔取〕的(说)：〚在某处有双叉路，当避开左边

(那条)，请走〔取〕右边(那条路)！246〛同样地，对于应亲

近与不应亲近的，指出不应亲近的后，再告诉应当亲近的

【126】。并且世尊犹如善巧于道的男子一般，如说：〚梯

舍(Tissa)，〜善巧于道路的男子〝，即是如来、阿拉汉、正

自觉者的同义词。247〛〚他善巧于此世，善巧于他世，善巧

于死神的领域，善巧于不死之神的领域，善巧于魔的领域，

善巧于非魔的领域。248〛因此，首先在指出不应亲近的时候

说：〚不结交愚人，亲近诸智者。〛犹如应当避开的道路，

首先不应亲近、不应尊敬诸愚人；犹如应当走〔取〕的道

路，接着应当亲近、应当尊敬诸智者。 
                                                 
242   S.i,p.1. 
243 〚说法(kathà -说)〛，缅甸版为：〚说偈(gà thà -偈颂)〛。 
244   SN.p.149,v.762. 
245   A.i,p.276. 当中的〚我说〛，缅甸版为〚我将说〛。 
246   S.iii,p.108. 
247   S.iii,p.108. 
248   M.i,p.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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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什么当世尊在开示吉祥时，首先开示不结交愚

人、亲近诸智者呢？(可以回答)说：〚由于亲近那些在见到

的等认为是吉祥的见(解)之天与人的愚者，那是不吉祥的，

因此呵责与那些不善的朋友相处会破坏此世及他世的利益；

并赞叹与那些善的朋友相处会对(此世及他世)两世有好的(pg. 
106)利益，所以世尊首先开示不结交愚人、亲近诸智者。 

此中，〚诸愚人(bà là )〛－是指凡具有杀生等不善业道

的诸有情，(而且)他们由三种行相可被了知，如说：〚诸比

库，愚人有三种愚人的特相249。250〛再者，普拉纳咖沙帕

(På raõ akassapa)等六师，迭瓦达答(Devadatta-提婆达多)(及

其 跟 随 者 ) 口 咖 利 咖 (Kokà lika) 、 咖 塔 牟 达 咖 梯 沙

(Kañamodakatissa)、堪达碟威呀普塔(Khaõ ó adeviyà putta)、

沙 目 达 达 塔 (Samuddadatta) ， 及  亲 恰 马 那 威 咖

(Ci¤ camà õ avikà )等，以及在过去时的迪嘎威达(Dãghavida)的

兄弟等，以及【127】其他类似这些的有情当知为〚诸愚

人 〛 。 他们犹如闷烧的炭火，由他们的恶执取〔错误理

解〕，不但使自己堕落〔灭亡〕，也使依照自己话而行的人

堕落〔灭亡〕，就如迪嘎威达(Dãghavida)的兄弟在四尊佛之

间堕入六十由旬大的大地狱，其自体仰卧着被烧煮；而且依

他的见解而欢喜(奉行)的五百户人家也成为他的同伴，投生

在大地狱烧煮。并且如世尊所说的：〚诸比库，譬如芦舍或

草屋起火，即使阁楼内外涂抹灰泥、安全〔无风〕、上锁

〔上门闩〕、关门、闭窗，也会烧起来的；同样地，诸比

库，凡任何诸怖畏生起，一切都是由愚者生起，而非由智者

(生 起)。 凡 是 任 何 诸 灾 难 生 起 ， … … 。 凡 是 任 何 诸 祸

患……，而非由智者(生起)。如此，诸比库，愚者有怖畏，

智者则无怖畏；愚者有灾难，智者则无灾难；愚者有祸患，
                                                 
249  即：身恶行、语恶行及意恶行。 
250   A.i,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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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则无祸患。251〛再者，愚人犹如腐臭的鱼一般，与该(愚

人)相处犹如把腐臭的鱼装在叶袋里一般，对诸智者而言，

则应当舍弃、应当厌恶，如说： 
〚人用枯沙(kusa)草叶片，来捆绑腐臭的鱼， 
枯沙草也有臭味，亲近愚者也如此。252〛 

而且，阿吉提班迪达(Akittipaõ ó ita)在沙咖天帝〔帝释天王〕

赐与愿望时，如此说： 
〚愿我(pg. 107)不见、闻愚者，且不与愚者共住！ 
愿我不做并选择，必须与愚者交谈！〛 
〚愚者对你做什么，咖沙巴(Kassapa)请说原因？ 
咖沙巴为什么你不想要看见愚者？〛 
〚劣慧者导至不幸，对所劝告不负责〔对所做事不

负责〕， 
对较好的不公正，忿怒正确之所说， 
他不知维那亚律，不见到他实善哉。253〛【128】 

如此世尊以一切行相呵责亲近诸愚人时说：〚不结交愚

人是吉祥〛后，现在在赞叹亲近智者时说：〚亲近诸智者是

吉祥。〛此中，〚诸智者(paõ ó ità )〛是指凡具有离杀生等十

善业道的诸有情，而且他们由三种行相可被了知，如说：

〚诸比库，智者有三种智者的特相254。255〛再者，佛陀、巴

支咖佛〔辟支佛〕、八十大弟子，以及如来的其他弟子们，

(及)苏内塔(Sunetta)、马哈苟威达(Mahà govinda)、威督拉

(Vidhura) 、 色 拉 帮 嘎 (Sarabhaï ga) 、 马 喉 沙 达

(Mahosadha)、苏塔索马(Sutasoma)、尼咪王(Nimirà ja)、阿

优 嘎 拉 王 子 (Ayogharakumà ra) ， 及 阿 吉 提 班 迪 达
                                                 
251   M.iii,p.61; A.i,p.101. 
252   J.vi,p.236. 
253   J.iv,p.240. 
254  即：离身恶行、离语恶行及离意恶行。 
255   A.i,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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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ttipaõ ó ita)等，当知为诸智者。他们有能力摧破那些依他

的话而奉行者的一切怖畏、灾难与祸患，犹如在怖畏中的保

卫者，犹如在黑暗中的明灯，犹如在被饥渴等苦所征服时获

得 饮 食 等 。 确 实 ， 在 如 来 出 世 〔 来 〕 后 ， 有 阿 僧 祇

(asaï khyeyya)、无可计量的天与人证得诸漏灭尽、住立于梵

天界、住立于天界、投生在善趣界。有八万户人家对沙利子

(Sà riputta-舍利弗)长老有净信心，在供养了四(衣食住药)资

具 给 长 老 后 投 生 天 界 。 在 ( 供 养 ) 马 哈 摩 嘎 喇 那

(Mahà moggallana-大目犍连)及马哈咖沙巴(Mahà kassapa-大

迦叶)等一切大弟子也是同样的。苏内塔(Sunetta)导师的弟

子们，有些投生到梵天界，有些投生成为他化自在天的同

伴，……有些投生成为有诸大厅堂家族居士〔家长〕的同

伴。并且如所说的：〚诸比库，智者没有怖畏，智者没有灾

难，智者没有祸患。256〛再者(pg. 108)，智者犹如塔嘎拉

(tagara)花环等香一般，亲近该(智者)犹如用叶包住塔嘎拉

(tagara)花环等香一般，对诸智者而言，则应当尊敬〔修习〕

及欢喜的，如说：【129】 
〚假如人们用树叶，来绑塔嘎拉(tagara)香花， 
叶子也会有香气，亲近智者也如此。257〛 

而且，阿吉提班迪达(Akittipaõ ó ita)在沙咖天帝〔帝释天

王〕赐与愿望时，如此说： 
〚愿我得见、闻智者，并得与智者共住！ 
愿我做及选择时，得能与智者交谈！〛 
〚智者对你做什么，咖沙巴(Kassapa)请说原因？ 
咖沙巴为什么你希望能看见智者？〛 
贤慧者导至利益，对所做事负责任〔对所劝告不会

不负责〕， 
                                                 
256   M.iii,p.61; A.i,p.101. 
257   J.vi,p.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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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好的他公正，所说正确不忿怒， 
他了知维那亚律，与他相处实善哉。258〛 

如此世尊以一切行相赞叹亲近智者时说：〚亲近诸智者

是吉祥〛后，现在经由不亲近诸愚人及亲近诸智者，依次在

赞叹前往礼敬可敬者时说：〚礼敬诸可敬者是吉祥。〛此

中，〚诸可敬者(på janeyyà )〛是指没有一切过失及拥有一切

诸德的诸佛世尊，其次是诸巴支咖佛〔辟支佛〕以及诸圣弟

子。即使对他们少所供养，也会带来长夜〔长久〕的利益与

快乐，造花环者苏马那(Sumanamà là kà ra)及玛莉咖(Mallikà )
等为这里的例子，在此我们举一个例子来 做说明。 

据说，有一天上午，世尊着衣、持钵，进入王舍城托钵

乞食。当时，造花环者苏马那(Sumanamà là kà ra)拿着花走在

前 往 马 嘎 达 国 些 尼 呀 宾 比 萨 拉 王 (Rà ja Mà gadha Seniya 
Bimbisà ra)的(路上)时，看见世尊来到城门口，(世尊)有着

净信者、当净信者(的庄严)，散发出(饰以三十二大人相、

八十相好〔细相〕259)佛的庄严，【130】在见到后，他如此

想：〚将花拿给国王后，他可能赐给我一百或一千 (的花或

钱)(pg. 109)，并且只可以得到此世的快乐；然而假如(把花)

供养给世尊，则有无数、阿僧祇的果(报)，能带来长夜〔长

久〕的利益与快乐。我何不把这些花供养世尊呢？〛他即拿

着一把花以净信心向世尊的方向投掷过去，那些花就前往空

中，在世尊的上面结成花盖并停(在那里)。造花环者见了该

威力后更有净信心，即再投掷一把花，那些(花)在前往(空

中)后，结成花幔〔帘〕并停(在那里)。他以同样的方式投

掷了八把花，那些(花)在前往(空中)后，结成花的阁楼并停

(在那里)。世尊就(进入)阁楼内，大众的身躯聚集(在那

里)。当世尊看到造花环者时，现出了微笑。阿难达长老问
                                                 
258   J.iv,p.241. 
259  括号里的字乃是缅甸版有而锡兰版从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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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微笑的原因(说)：〚诸佛是不会无因、无缘而现出微

笑的。〛世尊说：〚阿难达，这位造花环者藉由此供养的威

力，将十万劫在天与人中轮回，最后将成为名为苏马尼色拉

(Sumanissara)的巴支咖佛〔辟支佛〕。〛在(世尊)说话结束

时，为了说法而说了这首偈颂： 
〚当他造善业，做后不追悔， 
欢喜而愉悦，当得受异熟〔果报〕。260〛 

在偈颂结束时，有八万四千生物得了法现观〔通达法〕。当

知如此即使对他们少所供养，也会带来长夜〔长久〕的利益

与快乐。而这只是物质的供养；然而什么样的人称为以实践

来供养呢？当良家之子以受取皈依学处、受持伍波萨他支

(uposathaï ga-布萨支)，及以自己的四辫净戒等诸德来供养世

尊(即是以实践来供养)。谁将评定那些供养的果(报)呢？它

们即所说的：〚以最上的供养来供养如来。〛如说：〚阿难

达，凡比库、比库尼、伍巴萨咖(upà saka-在家男居士)、伍

巴西咖(upà sikà -在家女居士)住于法随法行、如法〔适当〕地

行道、依法而行者，即是以最上的供养来恭敬、尊重、

【131】尊敬、供养、奉事261)如来。262〛当知依此方式来供

养巴支咖佛〔辟支佛〕及诸圣弟子也会带来(长久的)利益与

快乐。再者(pg. 110)，对在家人而言，当知对幼小者来说，

哥哥及姊姊是应当尊敬的；对儿子来说，父母亲(是应当尊

敬的)；对家庭的妻子来说，丈夫、公公及婆婆(是应当尊敬

的)，如此为这里的诸可敬者。这些恭敬〔供养〕由于称为

善法，以及寿命等增长的原因，所以是吉祥的。对此即所说

的：〚他们孝敬母亲、孝敬父亲，尊敬沙门、婆罗门，尊敬

家族的尊长，受持这善法而行。他们由于受持那些善法为
                                                 
260   Dhp.p.18,v.68. 
261  括号里的字乃是缅甸版有而锡兰版从缺。 
262   D.ii,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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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们)将增长寿命，(也)将增长容色263〛等。 
现在，由于本母(mà tikà )列举了：〚确定了该吉祥后，

我们将解说其吉祥性〛，因此这即是所当说的：如此这首偈

颂提到了不结交愚人、亲近诸智者，及礼敬可敬者的三种吉

祥。此中，当知不结交诸愚人为保护亲近愚人之缘(所生的)

怖畏等，由于是(此世与来世)两世利益的原因，(所以是吉

祥)；亲近诸智者及礼敬可敬者由于(能产生)所提到并解说

方式的大果(报)，由于是(体证)涅盘及(投生)善趣的原因，

所以是吉祥。从此以后我们将不再引〔显示〕本母，而只确

定其吉祥，并解释该吉祥性。 
解释〚不结交愚人(等)〛这首偈颂的涵义已经结束。 

 
(解释「居住适宜处」﹙等﹚的偈颂) 
(ß Patirå padesavà so ca, pubbe ca katapu¤ ¤ atà , 

     attasammà paõ ãdhi ca, eta§  maï galamuttama§ .û  
居住适宜处，往昔曾修福， 
自立正志向，这是最吉祥。) 

即使世尊只被乞求少少的一个请求：〚请说最吉祥〛，

然而犹如众多施主、广大的男子〔多施的施主是伟大的男

子〕一般，【132】在以一首偈颂开示了三种吉祥后，为了

随顺天神们想要听闻还有更多的吉祥，以及为了想要以各种

吉祥来鼓励各类有情，而开始再以：〚居住适宜处〛等偈，

说了多种吉祥。 
此中，在(第三)偈，首先的〚适宜(patirå pa)〛－即是适

当的。 
〚地(desa)〛－即村庄、镇、城市、国家，凡任何诸有

情居住的地方。 
〚居住(và so)〛－即住(pg. 111)在那里。 

                                                 
263   D.iii,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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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pubbe)〛－即先前、在过去生。 
〚曾修福(katapu¤ ¤ atà )〛－即曾累积诸善。 
〚自(atta)〛－即称为心，或者整个自体。 
〚立正志向(sammà paõ ãdhi)〛－即对自己激励、建立正

确的愿求而说的。其余的即如所说的方式。这是此句(义)的

解释。 
以 下 当 知 是 该 义 的 解 释 ： 〚 居 住 适 宜 处

(patirå padesavà sa)〛是指该处有(比库、比库尼、在家男居

士、在家女居士)四众的踪迹，可以从事〔运行〕布施等修

福事，并有大师九分教法的光辉264，由于有情住在那里有修

福事的助缘，因此称为吉祥。在渔夫进入锡兰岛(Sãhaëadãpa)
等(的故事)为这里的例子。 

另外的方式为－〚住在适宜地〛是指世尊的成佛处、转

法轮处、(世尊)在十二由旬的众中破除外道论点而显现双神

变的甘达(gaõ ó a)265芒果树下之处、(世尊)从天下来(人间)之

处，或者其它如沙瓦提(Sàvatthã-舍卫)城、王舍城等佛陀所

居住之处，由于有情住在那里能获得六无上266的助缘，因此

称为吉祥。 
另外的方式为－〚在东方有名为咖将嘎拉(Kajaï gala)的

镇，其外有马哈色拉(Mahà sà là -大堂)，从那之外为边地诸

国 ， 其 内 为 中 ( 国 ) 。 在 东 南 方 有 名 为 色 拉 拉 瓦 梯

(Salalavatã)267的河，从那之外为边地诸国，其内为中(国)。

在南【133】方有名为些塔堪尼咖(Setakaõ õ ika)的镇，从那

之外为边地诸国，其内为中(国)。在西方有名为吐那(Thå õ a)
的婆罗门村，从那之外为边地诸国，其内为中(国)。在北方
                                                 
264 〚dippati〛，缅甸版为：〚dibbati〛。 
265 〚甘达(gaõ ó a)〛，缅甸版为：〚堪达(kaõ ó a)〛。 
266 〚六无上〛为：见无上、闻无上、利得无上、学无上、行〔尊敬〕无上、忆

念无上。(D.iii,p.250.) 
267 〚色拉拉瓦梯(Salalavatã)〛，缅甸版为：〚色拉瓦梯(Sallavat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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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为乌希拉达佳(Usãraddhaja)的山，从那之外为边地诸

国，其内为中(国)。这个中(国)之地长有三百由旬，宽有两

百五十(由旬)，周围有九百由旬。268〛这称为〚适宜地〛。

此中，转轮(圣王)出现(世间)，主权统领着(超过)四大洲及

两千小岛。在圆满了一阿僧祇又十万劫的巴拉密，沙利子

(Sà riputta-舍利弗)、摩嘎喇那(Moggallana-目犍连)等大弟子

出现(世间)。在圆满了二阿僧祇又十万劫的巴拉密，诸巴支

咖佛〔辟支佛〕(出现世间)。在圆满了四、八或十六阿僧祇

又十万劫的巴拉密，(pg. 112)诸正自觉者出现(世间)。此

中，诸有情在受了转轮(圣)王的教诫后，住立于五戒而(投

生到)天界趣处。(诸有情在受了)诸巴支咖佛〔辟支佛〕的

教诫后，同样地也住立于(五戒而投生到天界趣处)。(诸有

情在受了)诸正自觉者及佛陀的弟子们教诫后，建立(并投生

到)天界趣处及涅盘的彼岸。由于住在那里有成就这些的助

缘，因此称为吉祥。 
〚往昔曾修福(pubbe katapu¤ ¤ atà )〛－是指在过去生曾

在诸佛、诸巴支咖佛〔辟支佛〕及诸漏尽者处累积诸善。那

也是吉祥。为什么呢？由于在面前见到了诸佛、诸巴支咖佛

〔辟支佛〕后，或者在诸佛或佛陀的诸弟子前即使才听了一

首四句偈，在(偈颂)结束时，即有可能证得阿拉汉。而且，

当人在先前曾修增上行，则有增上的善根，他即能以此善根

而生起观(维巴萨那)，并证得诸漏灭尽，如马哈咖品那

(Mahà kappina)王及其 王后。因此说： 〚过 去曾修福是吉

祥。〛【134】 
〚自立正志向(atta sammà paõ ãdhi)〛－是指在此有人破

戒〔恶戒〕而使自己建立起戒；没有信而使(自己)建立起信

成就；悭吝而使(自己)建立起施舍成就，这称为〚自立正志

向〛，而且这也是吉祥。为什么呢？因为(这能)舍断现法及
                                                 
268   Vin.i,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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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世的怨敌，并证得各种利益的原因。 
如此这首偈颂提到了居住适宜处、往昔曾修福，及自立

正志向的三种吉祥；而且那些吉祥已经在各处解释了。 
解释〚居住适宜处(等)〛这首偈颂的涵义已经结束。 

 
(解释「多闻」﹙等﹚的偈颂) 
(ß Bà husacca¤ ca sippa¤ ca, vinayo ca susikkhito, 
subhà sità  ca yà  và cà , eta§  maï galamuttama§ .û  

多闻与技术，善学于律仪， 
所说皆善语，这是最吉祥。) 

现在来到〚多闻〛(等)：此中，〚多闻(bà husacca§ )〛

－即曾听闻很多的情况。 
〚技术(sippa§ )〛－即凡善巧于(某种)手(工)。 
〚律仪(vinayo)〛－即调伏身、语及心。 
〚善学(susikkhito)〛－即很好地学。 
〚所说善(subhà sità )〛－即很好地说话。 
〚yà (凡－未译出)〛－为不定的指示词。 
〚语(và cà )〛－即说出、说出语词〔语道〕。其余的即

如所说的方式。这是此句(义)的解释。 
以 下 当 知 (pg. 113) 是 该 义 的 解 释 ： 〚 多 闻

(bà husacca§ )〛即是对：〚所闻忆持、所闻积集269〛，及

〚在此有人多闻，对契经(sutta§ )、应颂(geyya§ )、记说

(veyyà karaõ a§ -解说)……270〛，如此等方式，注释了忆持大

师的教法。由于那是舍断不善、证得诸善的原因，并且逐渐

地体证胜义谛的原因，因此称为吉祥。这即世尊所说的：

〚诸比库，多闻圣弟子舍断不善，修习善；舍断有罪，修习

无罪，使自己保持清净。271〛另外也说：〚(诸比库，如何次
                                                 
269   M.i,p.216. 
270   A.ii,p.23. 
271   A.iv,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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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地学、次第地做、次第地行道而能成就完全智呢？诸比

库，在此因生信而他前往；在前往时他恭敬；在恭敬时他倾

耳；倾耳者他听闻法；听闻了法他忆持；)受持了诸法即对

(该法)义考察；考察了(法)义即对诸法理解容忍〔接受〕；

由有对诸法理解容忍〔接受〕则生起欲；生起了欲即努力奉

行；在努力奉行时即衡量之，在衡量时即精勤之，在精勤时

即以身作证胜义谛，并且以慧【135】见而通达之。272〛再

者，在家人对无罪的(事物)多闻，由于能带来(此世与来世)

两世利益与快乐，所以当知是吉祥。 
〚技术(sippa§ )〛是指在家的技术与出家的技术。此

中，在家的技术是指由避免伤害其他生物而远离不善的珠宝

匠、金匠等工作，由于那能带来此世的利益，所以是吉祥。

出家的技术是指量、缝衣〔袈裟〕等沙门资具的工作，那即

在：〚诸比库，在此当比库为诸同梵行者做各种工作即是有

灵巧273〛，如此等方式，在各处所赞扬的，以及：〚这是作

保护〔有益〕法274〛所说的，由于能为自己及他人带来(此世

与来世)两世利益与快乐，所以当知是吉祥。 
〚律仪(vinayo)〛－是指在家者的调伏与出家者的调

伏。此中，在家者的调伏是指远离十不善业道，从不以烦恼

而违犯及以确定正行诸德而善学，由于能带来(此世与来世)

两世利益与快乐，所以(pg. 114)是吉祥。出家者的调伏是指

对于七种罪聚无违犯，他只以所说的方式而善学，或者四种

辫净戒为出家者的调伏。当他依此而建立时，则可证得阿拉

汉。当以如此之学而已善学时，由于是证得世间、出世间快

乐的原因，所以当知是吉祥。 
〚所说皆善语(subhà sità  và cà )〛－是指离虚诳语等过

                                                 
272   M.i,p.480. 
273   cf. D.iii,p.267. 
274   D.iii,p.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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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如说：〚诸比库，具有四支之语为善说。275〛或者只有

不杂秽语是善说，如说： 
〚寂静者说此：善说为第一〔最上〕； 
说法不非法，如此为第二； 
说爱非不爱，如此为第三； 
说谛不说妄，如此为第四。276〛【136】 

由于这也能带来(此世与来世)两世利益与快乐，所以当

知是吉祥。并且，这(善说通常)是包括在律(仪)里的，然而

(由于在偈颂把它分开)，所以本应含摄在律(仪)的，(现在

把)它分开来说277。然而为什么这么麻烦〔劳累〕呢？当知由

于(这是)对他人开示法(等278)时的语(词)，所以这里用〚所

说皆善语〛；对此犹如〚住在适宜地〛一般。由于如此(说

善语)是诸有情(带来此世与来世)两世利益与快乐及体证涅

盘的助缘，所以称为吉祥。并且(如)说： 
〚凡佛所说语，安稳得涅盘， 
作苦的尽头〔苦边〕，诸语此最上。279〛 

如此这首偈颂提到了多闻、技术、善学律仪，及说善语

的四种吉祥；而且那些吉祥已经在各处解释了。 
解释〚多闻(等)〛这首偈颂的涵义已经结束。 

 
(解释「奉养父母亲」﹙等﹚的偈颂) 
(ß Mà tà pitu upaññhà na§ , puttadà rassa saï gaho, 

                                                 
275   SN.p.78. 
276   SN.p.78,v.450. 
277   这 段 巴 利 原 文 为 ： 〚 Yasmà  ca aya§  vinayapariyà pannà  eva, tasmà  

vinayaggahaõ ena eta§  asaï gaõ hitvà  vinayo saï gahetabbo. (并且，由于这﹙说善

语本来﹚只是包括在律仪里的，因此在以律仪把持时，﹙本﹚应收摄在律仪

的，但并未收摄此。)〛这段话的直译文比较难懂，所以参考英译本而做些修

饰。 
278  括号里的〚等〛字，乃是缅甸版有而锡兰版从缺。 
279   SN.p.79,v.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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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à kulà  ca kammantà , eta§  maï galamuttama§ . 
奉养父母亲，扶养妻与儿， 
正当的职业，这是最吉祥。) 

现在(pg. 115)来到〚奉事父母亲〛(等)：此中，母亲及

父亲为〚父母亲(mà tà pitu)〛。 
〚奉养(upaññhà na§ )〛－即孝养。 
〚妻与儿(puttadà rassa)〛－即子(女)们及妻子。 
〚扶养(saï gaho)〛－即养育〔摄取(saï gaõ hana§ )〕。 
不混乱为〚正当的(anà kulà )〛。 
只是诸工作为〚职业(kammantà )〛。其余的即如所说的

方式。这是句(义)的解释。 
以下当知是该义的解释：〚母亲(mà tà )〛是指生母而说

的；〚父亲(pità )〛也是同样的。〚奉养(upaññhà na-§ )〛是

指由洗脚、按摩、涂油、沐浴，以及资助并供养(衣、食、

住处、医药)四资具。此中，由于父母亲对子(女)们是多所

帮助、想要他们利益及慈悯的。当看到(自己的)子(女)们在

外面游戏，身体沾满尘垢而回来时，即会生起慈爱擦去尘

垢，嗅并辫吻其头。子(女)们即使将父母顶在头上一百年，

也无法报答他们的恩情。并且由于他们是这世间的教养、养

育及教导者，被共称是梵天、先前的导师，【137】因此奉

事他们能带来此世的赞叹，及来世天界的快乐，所以称为吉

祥。这即世尊所说的： 
〚父母被称为，梵天与前师， 
慈悯子孙者，子(女)应供奉。 
智者对他们，当尊敬、恭敬，〔因此诸智者，当尊

敬及恭敬他们，〕 
当以诸饮食，衣服及住处， 
按摩及沐浴，以及为洗脚。 
智者对父母，如此地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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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世被赞叹，来世天界乐。280〛 
另一种(解释)的方式为：〚奉养〛是指孝养、为他们做

事及维护家系等五种，由于阻止诸恶等五种是现法〔当下〕

利益(与快乐281)的原因，所以当知是吉祥。此即是世尊所说

的：〚居士子，儿子应以五事奉养东方的父母：受养育的我

将孝养他们，将为他们做事(pg. 116)，将维护家系，将继承

遗产，若先人去世后将捐赠布施。居士子，受儿子以此五事

奉侍东方的父母，以五事慈悯儿子：阻止诸恶，令住立于

善，令学技能，令迎娶合适的妻子，在适时分与家财。282〛

再者，奉养使父母对(佛、法、僧)三种【138】对象生起净

信、使受持戒及出家，这是最上的奉养父母。由于以该奉养

父母来报答父母的恩情为各种现法及来世利益的足处〔近

因〕，因此称为吉祥。 
〚妻与儿(puttadà rassa)〛：此中自己所生的儿子及女儿

们都称为〚儿(putta)〛。〚妻(dà rà )〛即凡二十种妻子283当

中的一种妻子。子(女)们及妻子为〚妻与儿〛，而对该妻与

儿(puttadà rassa)。〚扶养(saï gaho)〛是以养育〔sammà nanà -
尊重〕等来帮助(他们)。由于善整理工作等(五种)是现法

〔当下〕利益(与快乐284)的原因，所以当知是吉祥。这即世

尊所说的：〚当知西方是妻儿285〛，此中所提的〚妻(dà rà )
儿〛，以〚妻子(bhariyà )〛的字来收摄后(说)：〚居士子，
                                                 
280   Itv.p.110. 
281  括号中的字乃是缅甸版有而锡兰版从缺的。 
282   D.iii,p.189. 
283  〘律藏〙提到十种女人及十种妻子，即十种女人：母护女、父护女、父母护

女、兄弟护女、姊妹护女、亲戚护女、宗族护女、法〔同宗教者〕护女、有

(夫主)护女和有罚女；以及财买妇等十种妇：财买妇、欲(爱)住妇、财住

妇、衣住妇、水钵〔盆〕妇、除(去头上荷物垫)環妇、婢且妇、作务妇、俘

虏妇和暂时妇。(Vin.iii,p.139.) 
284  括号里的字乃是缅甸版有而锡兰版从缺。 
285   D.iii,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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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主应以五事奉侍西方的妻子：尊重，不轻慢，不邪行，让

与主权，赠送装饰品。居士子，受夫主以这五事奉侍西方的

妻子，以五事慈悯夫主：善整理工作，善待佣人，不邪行，

守护所得，做一切事情娴熟且不懈怠。286〛 
另一种(解释)的方式为：〚扶养〛是以如法地布施、爱

语、利益行来扶养。例如：在伍波萨他(uposatha)日给与布

施的费用，在节日(允许去)看节庆，在吉祥日使作吉祥，并

且教诫、教导在现法及来世的诸利益。由于前面所说的方法

是现法〔当下〕利益的原因【139】，由于该如法性是来世

利益的原因，以及由于是诸天所应礼敬的原因，所以当知是

吉祥。如沙咖天帝〔帝释天王〕所说的： 
〚凡(pg. 117)居士们修福，伍巴萨咖〔在家居士〕持

戒，如法扶养妻子，马塔利(Mà tali)我敬彼。287〛 
〚正当的职业(anà kulà  kammantà )〛是指由知适时性、

适当的行为、无怠惰性、努力(早)起而成就，以及由没有灾

难〔不法行为〕，而没有超过适时、不适当的行为、不工

作、怠惰等不善〔不正当；混乱〕288状况的农耕〔农业；务

农〕、牧牛、贸易〔商业〕等职业。由于运用这些，自己、

妻儿或奴仆的巧慧是现法〔当下〕财物与谷物得到增长的原

因，所以称为吉祥。这即世尊所说的： 
〚行为正当、有责任，早起者获得财富。289〛 

以及： 
〚白天惯睡眠，至夜厌起来， 
常酩酊大醉，不适住在家。 
说这太冷了，太热与太晚， 
如此舍工作，错过青春利。 

                                                 
286   D.iii,p.190. 
287   S.i,p.234. 
288   〚怠惰等不善〛，缅甸版为〚不正当〔混乱〕〛。 
289   SN.p.33,v.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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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于冷与热，草多也不思， 
做人所应作，其乐不退失。290〛 

以及： 
〚为积集财富，犹如蜂采蜜； 
财富之积蓄，如蚁垤渐积。291〛 

如此等。【140】 
如此这首偈颂提到了奉养母亲、奉养父亲、扶养妻与

儿，及正当职业的四种吉祥；(假如)把扶养妻与儿分成两

种，则为五种(吉祥)；(假如)把奉养父母亲合为一种，则为

三种(吉祥)；而且那些吉祥已经在各处解释了。 
解释〚奉养父母亲(等)〛这首偈颂的涵义已经结束。 

 
 
(解释「布施」﹙等﹚的偈颂) 
(ß Dà na¤ ca dhammacariyà  ca, ¤ à takà na¤ ca saï gaho, 

       anavajjà ni kammà ni, eta§  maï galamuttama§ .û  
布施与法行，接济诸亲族， 
行为无过失，这是最吉祥。) 

现在来到〚布施〛(等)：此中，以此而施与为〚布施

(dà na§ )〛；即是把自己所有的(财物)给与他人而说的。 
法 的 行 为 ， 或 者 不 离 法 而 行 为 (pg. 118) 〚 法 行

(dhammacariyà )〛。 
在 ( 他 们 ) 知 道 ： 〚 这 些 是 我 们 的 〛 为 〚 诸 亲 族

(¤ à takà )〛。 
没有诸过失为〚无过失(anavajjà ni)〛；即无责难、无呵

责而说的。其余的即如所说的方式。这是句(义)的解释。 
以下当知是该义的解释：〚布施(dà na§ )〛－是指以先

                                                 
290   D.iii,p.185. 
291   D.iii,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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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知足〔善觉慧〕而施舍给他人食物等十种布施事〔物；

对象〕292，或者与那相应的无贪。以无贪而将该物〔对象〕

施与他人，这即所说的：〚以此而施与为〜布施〝〛。由于

那是现法〔当下〕获得众人喜爱与欢喜等及来世殊胜果(报)

的原因，因此称为吉祥。并且在此也 是随顺在：〚希哈

(Sãha)，布施者、施主是众人所喜爱、欢喜的293〛，如此等

诸经的。 
另一种(解释)方式为：〚布施(dà na§ )〛－有财〔物质

的〕施与法施两种。此中，〚财〔物质的〕施〛即(以上)所

说的种类。为了想要他人利益而开示能灭尽此世、来世的痛

苦，并带来快乐的正自觉者(的佛陀)所开示的法为【141】

〚法施〛。而且在这两种当中，这(法施)是最上的，如说： 
〚法施胜一切施；法味胜一切味； 
法乐胜一切乐；爱尽胜一切苦。294〛 

此中，财〔物质的〕施只有依所说的才是吉祥的；然而

法施由于是领受〔体验〕(法)义等诸德的足处〔近因〕，因

此称为吉祥。这即是世尊所说的：〚诸比库，当比库依所听

闻、依所学取〔了知〕的法，为他人详细解说，则他对该法

领受〔体验〕义，并且领受〔体验〕法295〛，如此等。 
〚法行(dhammacariyà )〛－是指十善业道的行为，如

说：〚诸居士，有三种身的法行、正行296〛，如此等。该法

行由于是投生天界的原因，所以当知是吉祥。这即是世尊所

说的：〚诸居士，在此有些有情以法行、正行为原因，在

(他们)身坏死后，投生善趣、天界。297〛 
                                                 
292   即经典上列出可以布施的十种物品，即：食物、饮料、衣服、车乘、花

鬘、香、涂香、床、住处和灯。(A.iv,p.239.) 
293   A.iii,p.39. 
294   Dhp.p.99,v.354. 
295   A.iii,p.21. 
296   M.i,p.287. 
297   M.i,p.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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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亲族(¤ à takà )〛－(pg. 119)是指从母亲或父亲直到第

七代祖父所系的(亲戚)。当他们受到财物丧失或疾病衰败的

打击而来到自己的面前时，则依(自已的)能力以食物、衣

服、财物、谷物等来接济。由于(扶助亲族)是获得现法受到

赞叹等及来世获得投生善趣等殊胜的原因，因此称为吉祥。 
〚行为无过失(anavajjà ni kammà ni)〛－是指受持伍波萨

他(uposatha-布萨)支、从事服务、种植园林、造桥等(身、

语、意善行的行为298)。由于这些是获得各种利益与快乐的原

因，因此称为吉祥。【142】而且在此也是随顺在：〚维沙

卡(Visà khà )，这是有可能的〔有是处〕，在此有女子或男人

在受持〔住〕了具有八支的伍波萨他(uposatha-布萨)(戒)

后，在(他)身坏死后，即可能投生与四大王天的诸天神为同

伴。299〛如此等诸经的。 
如此这首偈颂提到了布施、法行、扶助诸亲族，及行为

无过失的四种吉祥；而且那些吉祥已经在各处解释了。 
解释〚布施(等)〛这首偈颂的涵义已经结束。 

 
(解释「避」﹙等﹚的偈颂) 
(ß â rati virati pà pà , majjapà nà  ca sa¤ ¤ amo, 

     appamà do ca dhammesu, eta§  maï galamuttama§ .û  
避、离诸恶事，自制不饮酒， 
于法不放逸，这是最吉祥。) 

现在来到〚避、离〛(等)：此中，〚避(à rati)〛－为远

离。 
〚离(virati)〛－即离〔戒除〕，或诸有情以此而离为

〚离〛。 
〚诸恶事(pà pà )〛－即诸不善。 

                                                 
298  括号里的字乃是缅甸版有而锡兰版从缺。 
299   A.i,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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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应醉之义为〚酒(majja-酒精)〛；酒的饮为饮酒，而

从那饮酒。 
抑制为〚自制(sa§ yamo)〛。 
不放纵为〚不放逸(appamà do)〛。 
〚于法(dhammesu)〛－即诸善。其余的即如所说的方

式。这是句(义)的解释。 
以下当知是该义的解释：〚避(à rati)〛是指在见到诸恶

的过患〔危害〕而心〔意〕不喜乐。〚离(virati)〛是指由

身、语而离诸业门。而且该离有：自然〔习惯〕离、受持

离，及正断离三种。此中，凡良家之子自己天生、家族或种

族之缘，(想)：〚这对我是不适宜的，我(pg. 120)不应杀

生、不应不与而取〛等方式，由自然〔习惯〕地从对象〔事

物〕而离，这称为〚自然〔习惯〕离(sampattavirati)〛。由

受持学处而转起的称为〚受持离(samà dà navirati)〛；从其转

起开始，良家之子就不从事杀生等了。与圣道相应的称为

〚正断离(samucchedavirati)〛；从其转起开始，圣弟子的五

种怖畏与怨敌300就寂止了。 
〚诸恶事(pà pà )〛是指：〚居士子，杀生是业染，不与

取是(业染)，欲邪行是(业染)，妄语是(业染。要舍离这四

种业染)。301〛如此详说后(更以)：【143】 
〚杀生不与取，及说虚妄语， 
追求他人妻，智者不赞叹。302〛 

如此以偈颂来含摄，即是称为业染的四种不善，而该诸恶。

由于这一切离与避是获得现法〔当下〕及来世舍断怖畏与怨

敌等各种殊胜的原因，因此称为吉祥。并且在此也是随顺
                                                 
300  五种怖畏与怨敌为：杀生、不与取、欲邪行、虚诳语，及放逸原因的谷物

酒、花果酒(和)酒精。A.iii,pp.203~6. 
301   D.iii,p.181. 
302   D.iii,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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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士子，圣弟子离杀生303〛，如此等诸经的。 
〚自制不饮酒(majjapà nà  sa§ yamo)〛这即是先前所说的

〚离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和)酒精304〛的同义词。由

于饮酒时，既不知义，也不知法，对母亲作障碍，也对父

亲、佛陀、巴支咖佛〔辟支佛〕及如来的弟子作障碍，在现

法〔当下〕受呵责，来世(投生)恶趣，并且在后后世疯狂

〔心狂乱〕；假如自制不饮酒则止息那些过失，并获得与那

些相反的诸德之成就，因此这自制不饮酒当知是吉祥。 
于善法不放逸(dhammesu appamà do)是指：〚对所修习

的诸善法不恭敬地做、无恒心地做、做不完成、染着的生

活、无欲〔不想要做〕、无责任感、不习行、不修习、不多

作(修习)、不决意、不努力、放逸。凡如此的放逸、放纵、

懈怠性，这称为放逸。305〛当知在此与所说的放逸所相反之

义，使(正)念不离于善法而住。由于这是获得各种诸善的原

因 ， 以 及 证 得 不 死 (的 涅 盘)的 原 因 ， 因 此 称 为 吉 祥 。

【 144 】 (pg. 121)(而 且)在 此 是 随 顺 在 ： 〚 不 放 逸 、 热

忱、……306〛，以及〚不放逸是不死道307〛，如此等大师之

教的。 
如此这首偈颂提到了离诸恶事、自制不饮酒，及于善法

不放逸的三种吉祥；而且那些吉祥已经在各处解释了。 
解释〚(避、离诸恶事等)〛这首偈颂的涵义已经结束。 

 
(解释「恭敬」﹙等﹚的偈颂) 
(ß Gà ravo ca nivà to ca, santuññhi ca kata¤ ¤ utà , 
kà lena dhammasavaõ a§ , eta§  maï galamuttama§ .û  

                                                 
303   A.iii,p.205. 
304  即本书原文页码第二六页的解释。 
305   Vbh.p.350. 
306   M.i,p.350. 
307   Dhp.p.7,v.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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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敬与谦逊，知足与感恩， 
适时听闻法，这是最吉祥。) 

现在来到〚恭敬〛(等)：此中，〚恭敬(gà ravo)〛－即

敬重性。 
〚谦逊(nivà to)〛－即谦卑的态度。 
〚知足(santuññhi)〛－即满足〔欢喜〕。 
知道所做的为〚知恩(kata¤ ¤ utà )〛。 
〚适时(kà lena)〛－即刹那、时。 
听法为〚听闻法(dhammasavaõ a§ )〛。其余的即如所说

的方式。这是句(义)的解释。 
以下当知是该义的解释：〚恭敬(gà ravo)〛是指对应当

敬重的佛陀、巴支咖佛〔辟支佛〕、如来的弟子、导师〔亲

教师〕、戒师、母亲、父亲、哥哥、姊姊等，给与适当的敬

重、尊重、礼敬。由于这恭敬是投生善趣等的原因，如说：

〚他尊重应受尊重者，奉事应受奉事者，供养应受供养者，

他由于完成与受持了如此的业，在身坏命终之后，投生善

趣、天界。然而，假如在身……投生于天界，而是再投生

〔来〕为人，无论出生于何处，(都会生在)高贵的家族。
308〛以及如说：〚诸比库，有七不退失法。是哪七种呢？尊

敬导师309〛等，因此称为吉祥。 
〚谦逊(nivà to)〛是指谦卑的心、谦逊的态度。拥有这

(谦逊)的人是破除慢、破除自大的，犹如擦脚布一般，犹如

被截断角的公牛一般，犹如被拔去(毒)牙的毒蛇一般，温

和、亲切，及容易(与他)交谈(pg. 122)，这是谦逊。【145】

由于这是获得名声等诸德的原因，因此称为吉祥。并且说： 
〚谦逊不顽固，如此得名誉。310〛 

如此等。 
                                                 
308   D.iii,p.205. 
309   A.iv,pp.27~31. 
310   D.iii,p.192; J.vi,p.286. 



                                            吉祥经注 

 157 

〚知足(santuññhi)〛是指对诸(四)资具的知足，而那有

十二种。即是：在衣〔袈裟〕方面有依获得的知足、依(体)

力的知足，及依适宜的知足三种；在食物〔钵食〕等也是同

样地(各有三种)。以下是对这分类的解释：1.在此有比库获

得衣〔袈裟〕，无论好或不好的，他只使用那件而不希求其

它的(袈裟)，即使获得(其它的袈裟)也不接受，这是在衣

〔袈裟〕方面〚依获得的知足(yathà là bhasantosa)〛。2.再
者，比库有病，当披着重衣时(身体)会下倾或劳累，他就与

同分的比库交换轻的，使用并感到知足，这是在衣〔袈裟〕

方面〚依(体)力的知足(yathà balasantosa)〛。3.另一位比库

可能获得殊妙的资具，当他获得了丝绸的衣等其中一种高价

的衣，(他想)：〚这件是适合于出家很久及多闻的长老们

的〛，就布施给他们，并在垃圾堆或其它处捡拾旧布块，在

做成桑喀帝(saï ghà ñã僧伽梨)后受持，并感到知足，这是在衣

〔袈裟〕方面〚依适宜的知足(yathà sà ruppasantosa)〛。4.在
此有比库获得食物，无论粗劣或美味的，他只是食用那些而

不希求其它的(食物)，即使获得(其它食物)也不接受，这是

在食物〔钵食〕方面〚依获得的知足〛。5.再者，比库有

病，假如食用粗劣的食物会使他的病情更严重，他就将那些

给与同分的比库，而从他的手中(拿取)熟酥、蜜、牛奶等，

食用后而行沙门法，并且感到知足，这是 【146】在食物

〔钵食〕方面〚依(体)力的知足〛。6.另一位比库获得美味

的食物，他(他想)：〚这食物是适合于出家很久的长老们及

其他没有美味食物可以食用的同梵行者的〛，就布施给他

们，并去托钵乞食而食用混合的食物，并且感到知足，这是

在食物〔钵食〕方面〚依适宜的知足〛。7.在此(pg. 123)有

比库获得住处，即使再获得其它更好的(住处)也不接受，这

是在住处方面〚依获得的知足〛。8.再者，比库有病，假如

住在无风〔较低〕的住处会使他的胆汁病等的病情更严重，

他就将那(住处)给与同分的比库，而从他(那里)获得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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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凉的住处来居住并行沙门法，而且感到知足，这是在住处

方面〚依(体)力的知足〛。9.另一位比库即使在获得了好的

住处也不接受，(他想)：〚好的住处是放逸的原因，坐在那

里者会陷入昏沉与睡眠，而且被昏沉所征服者当再觉醒时会

生起欲寻〔贪欲的想〕。〛他拒绝该(住处)而住在空闲处、

树下、叶屋(等)某处，并感到知足，这是在住处方面〚依适

宜的知足〛。10.在此有比库获得柯子或余甘子的药物，他只

是服用那些而不希求其它的熟酥、蜜、糖等，即使获得(其

它的药物)也不接受，这是在病缘(药品)方面〚依获得的知

足〛。11.再者，比库有病，在他需要油时而获得了糖，他就

将那些给与同分的比库，而从他的手中(拿取油)来做成油

药，服用后而行沙门法，并且感到知足，这是在病缘(药品)

方面〚依(体)力的知足〛。12.另一位比库【147】(施主)在

一个器皿放了泡了腐(牛)尿的柯子，而(另)一个(器皿放了)

四合一甘药311，并说：〚尊者，请拿取您所想要的！〛假如

那两种(药)的其中一种都能治愈疾病的话，当时(他)想：

〚泡了腐(牛)尿的柯子是诸佛等所赞叹的〛，并且(世尊)所

说的：〚出家者依止腐(牛)尿为药，你应当努力并如此奉

行！312〛他拒绝该四合一甘药而以泡了腐(牛)尿的柯子为

药，(这是)最上的知足，这是在病缘(药品)方面〚依适宜的

知足〛。如此分类对这一切都满足称为知足。由于那(知足)

是获得舍断过欲〔极度的欲求〕、大欲、恶欲等诸恶法的原

因，(及)由于是(投生)善趣的原因，(及)由于是圣道的资

粮，以及由于四方等状态的原因，所以当知是吉祥，并且

说： 
〚(周游)四方(pg. 124)毫无障碍，他凡事皆知足。

                                                 
311   〚四合一甘药(catumadhura)〛－是指由鲜奶油、油、蜂蜜及糖所混合制成

的甘药。这甘药目前南传佛国还是很普辫，居士们布施给僧侣，比库们可以

存放七天，当在有饥渴或病缘时，可在过午之后服用。 
312   Vin.i,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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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如此等。 

〚知恩(kata¤ ¤ utà )〛是指凡对(自己)所做的，无论少或

多的帮助，一再地忆念而了知。再者，由于保护诸生物(免

于)地狱等苦，因此对(众生)有多所帮助的福德，忆念那些

帮助当知为知恩。由于该(知恩)能获得被诸善人所赞叹等各

种殊胜的原因，所以称为吉祥。并且说：〚诸比库，有两种

人在世间是难得的。是哪两种呢？凡先施恩的人，以及知恩

而感恩的人。314〛 
〚适时听闻法(kà lena dhammasavaõ a§ )〛是指当在有掉

举俱心，或被欲寻等其中之一所征服时，为了要去除它们而

听闻法。有些人说：在每五日的听法称为〚适时听闻法〛，

即如【148】阿奴卢塔(Anuruddha-阿那律)尊者所说的：〚尊

者，我们每五日整夜共坐谈论法。315〛再者，当在前往善友

〔善知识〕处听法时可以去除自己的疑惑，在那时听法当知

即是〚适时听闻法〛，如说：〚他时时前往他们处，辫问、

请问316〛等。由于这适时闻法能得到舍断诸盖、四种利益、

诸漏灭尽等各种殊胜的原因，所以称为吉祥。这即是所说

的：〚诸比库，当圣弟子在专心、作意、以一切心存念而倾

耳听法之时，在那时即没有五盖。317〛并且：〚诸比库，对

耳所随行的法，……是善通达的，可望(获得)四种利益。
318〛以及：〚诸比库，当这四法适时〔时时〕正修习、正随

运转时，逐渐地得以诸漏灭尽。是哪四(法)呢？即：适时听
                                                 
313   SN.p.7,v.42. 
314   A.i,p.87. 
315   Vin.i,p.352; M.i,p.207. 
316   D.iii,p.285. 
317   S.v,p.95. 
318   四种利益即：1.轻易想起法句而速趣胜进；2.听比库在天众中说法而速趣胜

进；3.听说听比库在天众中说法而速趣胜进；4.由化生同伴的提醒而记起所闻

而速趣胜进。A.ii,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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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适时谈法、适时止、适时观319〛如此等。 
如此(pg. 125)这首偈颂提到了恭敬、谦逊、知足、感

恩，及适时听闻法的五种吉祥；而且那些吉祥已经在各处解

释了。 
解释〚恭敬(等)〛这首偈颂的涵义已经结束。 

 
 
(解释「忍辱」﹙等﹚的偈颂) 
(ß Khantã ca sovacassatà , samaõ à na¤ ca dassana§ , 

     kà lena dhammasà kacchà , eta§  maï galamuttama§ .û  
忍辱、易受劝，得见诸沙门， 
适时讨论法，这是最吉祥。) 

现 在 来 到 〚 忍 辱 〛 ( 等 ) ： 此 中 ， 忍 耐 为 〚 忍 辱

(khantã)〛。 
以恭敬地接受〔右绕而取〕，容易受劝告为〚易受劝

告〛；易受劝告的行为为易受劝教；易受劝教的状态为〚易

受劝(sovacassatà )〛。 
寂止了诸烦恼为〚诸沙门(samaõ à )〛。 
〚见(dassana§ )〛－即观看。 
法的讨论为〚讨论法(dhammasà kacchà )〛。其余的即如

所说的方式。这是句(义)的解释。 
以下当知是该义的解释：【149】〚忍辱(khantã)〛是指

容忍的忍辱。假如比库拥有该(忍辱)，当人们以十种辱骂事

来怒骂时，或者以杀、绑等来恼害时，他即犹如没听到、没

看见时一般，保持不变，犹如忍辱主义者一般，如说： 
〚就在过去的年代，有阐明忍辱沙门， 
当咖希(Kà si)王割截他，还是保持该忍辱。320〛 

                                                 
319   A.ii,p.140. 
320   J.iii,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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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由于贤善的作意，则不会有更差的恼害〔过患〕，犹如

尊者本那(Puõ õ a-富楼那)长老一般。如说：〚尊者，假如西

方苏那(Suõ à paranta)的人民辱骂、侮辱我，我将会如此认

为：〜这些西方苏那的人们是善良的，这些西方苏那的人们

是非常善良的，因为他们还没有用拳头来打我〝321〛等。并

且 拥 有 这(忍 辱 )者 也 是 诸 仙 人 所 赞 叹 的 ， 如 色 拉 邦 嘎

(Sarabhaï ga)仙人所说的： 
〚杀死(pg. 126)忿怒无忧愁，舍断伪善仙人赞， 
一切粗语请忍辱，此忍寂者说最上。322〛 

并且也是诸天所赞叹的，如沙咖天帝〔帝释天王〕所说的： 
〚当有强力者，能容忍弱者， 
说此最上忍，弱者常堪忍。323〛 

而且也是诸佛所赞叹的，如世尊所说的： 
〚辱骂与杀绑，能忍无瞋恨， 
具忍力强军，称他婆罗门。324〛【150】 

由于这忍辱能获得这里与他处所赞叹诸德的原因，所以当知

是吉祥。 
〚易受劝(sovacassatà )〛是指当(他人)如法的劝告时，

不做出支吾其词〔使混乱〕、保持沉默，或思考(对方)的德

行与过失，而是极度的尊敬、恭敬与心谦卑地说出：〚萨度

(sà dhu-善哉)〛。由于那(易受劝)是获得同梵行者们教诫、

教导的原因，以及舍断过失、获得诸德的原因，所以称为吉

祥。 
〚得见诸沙门(samaõ à na§  dassana§ )〛是指前往、奉

侍、忆念、听闻、看见已经寂止烦恼，已经修习身、语、

心、慧，拥有最上调伏止的诸出家者。即使(那)一切是初级
                                                 
321   M.iii,p.268. 
322   J.v,p.141. 
323   S.i,p.222. 
324   Dhp.p.112,v.399; SN.p.120,v.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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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等〕的开示也称为〚见〛，当知那是吉祥的。为什么

呢？因为多所帮助的缘故。并且说：〚诸比库，我说见那些

比库是多所帮助的325〛等。由于想要(获取)利益的良家之子

在看到持戒的比库来到(自己的)家门口时，假如有可施的物

品〔可施法〕，即应随力供养可施的物品；假如没有(可施

物)，即应以五处礼(法)326来礼敬；假如无法如此，则应以合

掌来礼敬；假如无法如此，则应以净信心的爱眼来瞻视。由

于如此瞻视之福的(善)根，将可在数千生没有眼睛的疾病、

缺失(pg. 127)、肿胀，或麦粒肿，而且眼睛明净并散发五色

的祥光，犹如在宝宫打开的摩尼〔宝珠〕窗板一般，十万劫

在天与人之中，获得一切成就。而且这并不希有，以有慧而

出生的人类正运转来瞻视沙门的福(业)，即可受如此果报的

成就；即使生在畜生趣，只以信心来瞻视沙门(的福业，即

可受)如此可赞果报的成就：【151】 
〚圆眼睛的猫头鹰，久住威迪沙咖(vedisaka)树， 
此猫头鹰实快乐，适时起来见胜佛。 
它以净信心对我，及无上的比库僧， 
它在十万劫当中，不曾投生到恶趣。 
当他从天界死后，被诸善业所督促， 
将会拥有无边智，著名为〜索马那沙(Somanassa-喜
悦)〝。327〛 

                                                 
325   Itv.p.107. 
326  五处礼法(pa¤ capatiññhitena vanditvà )－在〘律藏〙是指下座比库顶礼上座比

库或佛陀的方法，即：〚伍巴离(Upà li 优婆离)，较新学的比库在顶礼较长的

比库足时，应内〔自心〕现起五法后来顶礼。是哪五法呢？伍巴离，较新学

的比库在顶礼较长的比库足时应当 1.偏袒上衣在一肩〔偏袒右肩〕、2.合
掌、3.以(自已的)手掌摩触(对方的双)足、4.现起敬爱，及 5.现起恭敬来礼

足。(Vin.v,p.206.)〛在传统佛教把额头、双手、两肘、两膝及双脚的五处触

地为五处礼法，但与北传的五体投地有异。在〘律庄严解疏(Vinayà laï kà ra-
ò ãkà ) 〙 对 〘 律 藏 〙 所 提 的 文 以 及 其 它 说 法 也 有 所 解 说 ， 详 见 ：

(Vinlò .ii,p.367~370.)。 
327   MA.ii,pp.16~7. 但〚威迪沙(vedisaka)树〛，在缅甸版及原文皆为：〚威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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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讨论法(kà lena dhammasà kacchà )〛是指在傍晚或

在清晨两位诵经的比库互相讨论经，(两位)持律(的比库互

相讨论)律，(两位)诵阿毗达摩(的比库互相讨论)阿毗达

摩，(两位)讲本生经(的比库互相讨论)本生(经)，(两位)解

说注释(的比库互相讨论)注释书，或者为了净化被消沉、掉

举、怀疑所征服的心时而讨论，此是适时讨论法。由于那

(适时讨论法)是堪能(通达)阿含〔教理〕等诸德的原因，所

以称为吉祥。 
如此这首偈颂提到了忍辱、易受劝、见诸沙门，及适时

讨论法的四种吉祥；而且那些吉祥已经在各处解释了。 
解释〚忍辱(等)〛这首偈颂的涵义已经结束。 

 
(解释「热忱」﹙等﹚的偈颂) 
(ß Tapo ca brahmacariya¤ ca, ariyasaccà nadassana§ , 
nibbà nasacchikiriyà  ca, eta§  maï galamuttama§ .û  

热忱与梵行，照见诸圣谛， 
体证于涅槃，这是最吉祥。) 

现在(pg. 128)来到〚热忱〛(等)：此中，烧诸恶法为

〚热忱(tapo)〛。 
梵 的 行 为 ， 或 者 诸 梵 天 的 行 为 为 〚 梵 行

(brahmacariya§ )〛；即〚殊胜行〛而说的。 
见诸圣谛为〚照见诸圣谛(ariyasaccà nadassana§ )〛；有

人说成：〚(ariyasaccà ni dassana§ 见诸圣谛)〛，但那并不优

美。 
出离爱网(的丛林)为涅盘；作证为体证。涅盘的体证为

〚体证于涅槃(nibbà nasacchikiriyà )〛。其余的即如所说的方

式。这是句(义)的解释。 
以下当知是该义的解释：〚热忱(tapo)〛是指以摄护诸

                                                                                                           
呀咖(vediyaka-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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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来烧贪、忧等(不善法)【152】，或者以精进来烧懈怠，

拥有那些的人称为〚热心(à tà pã)〛。由于那(热忱)是舍断贪

等及获得禅那等的原因，所以当知是吉祥。 
〚梵行(brahmacariya§ )〛是指离淫欲、沙门法、(佛)

教，及道的同义词。如此在：〚舍断非梵行(brahmacariya§ )

而成为梵行者328〛，如此等以〚离淫欲(methunavirati)〛称

为 梵 行 。 在 ： 〚 贤 友 ， ( 你 ) 是 否 依 世 尊 而 住 于 梵 行

(brahmacariya§ )？(是的，贤友。)329〛如此等以〚沙门法

(samaõ adhamma)〛(称为梵行)。在：〚恶魔，只要我的梵行

(brahmacariya§ )还没有在众人中成就、繁荣、广布之前，我

将不会般涅盘。330〛如此等以〚(佛)教(sà sana)〛(称为梵

行)。在：〚比库，这八圣道支为梵行(brahmacariya§ )，即

是：正见 、 … … 331 〛 ， 如 此 等 以 〚道(magga)〛(称 为 梵

行)。在此除了〚道〛含摄在〚照见诸圣谛〛外，其余的一

切都是适宜(这里梵行的涵义)。由于那(梵行)是证得后后增

上的各种殊胜的原因，所以当知是吉祥。 
〚照见诸圣谛(ariyasaccà nadassana§ )〛是指在〘问童子

文〙中所说的四圣谛；即以现观而见道。由于那(照见诸圣

谛)是超出轮回之苦的原因，所以称为吉祥。 
〚体证于 涅槃(nibbà nasacchikiriyà )〛在此阿拉汉果为

〚涅盘〛的意趣。由于出离以称为丛林的渴爱，而(出离了

该)五趣丛林，因此称为〚涅盘〛。(pg. 129)证得或省察该

(涅盘的道果)称为〚体证〛。由于体证其余(前七道果)的涅

盘，已经在照见诸圣谛达成了，所以那些并非这里的意趣。

由于这体证【153】涅盘是现法乐住等的原因，所以当知是

吉祥。 
                                                 
328   M.i,p.179. 
329   M.i,p.147. 
330   D.ii,p.106. 
331   S.v,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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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首偈颂提到了热忱、梵行、照见诸圣谛，及体证

涅槃的四种吉祥；而且那些吉祥已经在各处解释了。 
解释〚热忱(等)〛这首偈颂的涵义已经结束。 

 
(解释「虽触世法时」﹙等﹚的偈颂) 
(ß Phuññhassa lokadhammehi, citta§  yassa na kampati, 
asoka§  viraja§  khema§ , eta§  maï galamuttama§ .û  

接触世间法，心毫不动摇， 
无愁、染，安稳，这是最吉祥。) 

现 在 来 到 〚 接 触 世 间 法 〛 ( 等 ) ： 此 中 ， 〚 接 触

(phuññhassa)〛－即接触、碰触、到达。 
在世间的诸法为〚世间法(lokadhammà )〛；即只要世间

还运转着，法就不会退转而说的。 
〚心(citta§ )〛－即意、心意。 
〚(yassa 凡是)未译〛－即新学、中座，或长老。 
〚不动摇(na kampati)〛－即不摇动、不震动。 
〚无愁(asoka§ )〛－即没有忧愁，拔出了忧愁之箭。 
〚无染(viraja§ )〛－即离去了染，抹去〔破除〕了染。 
〚安稳(khema§ )〛－即无畏、无灾难。其余的即如所说

的方式。这是句(义)的解释。 
以下当知是该义的解释：〚接触世间法，心毫不动摇

(phuññhassa lokadhammehi citta§  yassa na kampati)〛是指当在

被得利养、无利养、声誉、无声誉、贬抑、赞扬、乐、苦等

八世间法332所接触、所覆盖时，其心不动摇、摇动、震动。

由于将该心带至世间最上不可动摇的状态，所以当知是吉

祥。然而接触这些时，谁的心是不动摇的呢？诸漏已尽的阿

拉汉，而非其他人的(心)。这即所说的： 
〚譬如坚石山，不为风所动， 

                                                 
332   D.iii,p.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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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色、味、声，香及所有触， 
可喜、不喜法，如此皆不动。 
心安住解脱，只随观坏灭。333〛【154】 

〚无愁(asoka§ )〛(pg. 130)只是指漏尽者的心。这即是

在：〚愁、忧愁、忧愁性、内愁、内辫愁、心被侵蚀334〛等

方法称为〚愁〛，而没有该(愁)为无愁。有人说那是涅盘，

但那与前面的句子并不关连。就如无愁，同样地，无染与安

稳也只是指漏尽者的心。由离去贪、瞋、痴的染为〚无染

(viraja§ )〛；并且由(欲、有、见与无明)四轭的安稳为〚安

稳(khema§ )〛。由于所提到的(无愁等)三种，在把持该行相

的运转刹那后，能带来诸蕴不转起等世间最高的状态，以及

由于能带来应受供养等的状态，所以当知是吉祥。 
如此这首偈颂提到了对八世间法不动摇的心、无愁的

心、无染的心，及安稳的心四种吉祥；而且那些吉祥已经在

各处解释了。 
解释〚虽触世法时(等)〛这首偈颂的涵义已经结束。 

 
(解释「此等」﹙等﹚的偈颂) 
(ß Età disà ni katvà na, sabbatthamaparà jità , 

sabbattha sotthi§  gacchanti, ta§  tesa§  maï galamuttamanû ti. 
此等实行后，各处无能胜， 
去各处安稳，是其最吉祥。〛) 

如此，世尊以〚不结交愚人〛等十首偈颂开示了三十八

种吉祥，现在在赞叹自己所说的吉祥时，而说了〚此等〛

(等)结尾的偈颂。 
以下是该义的解释：〚此等(età disà ni)〛－即是这些我

所说种类的〚不结交愚人〛等。 
                                                 
333   Vin.i,p.185; A.iii,p.379. 
334   Vbh.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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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后(katvà na)〛－即做了后；实行后与做了后及奉

行后，在义理上是没有不同的。 
〚各处无能胜(sabbatthamaparà jità )〛－即在分为(五)蕴

(魔)、烦恼(魔)、行【155】作(魔)、天子魔一切处的四种

敌人，一种也无法击败；即是自己战胜了四种魔而说的。而

当中的〚ma〛字，当知只是字与字间的连音而已(sabbattha-
m-aparà jità )。 

〚去各处安稳(sabbattha sotthi§  gacchanti)〛－即实行了

这些吉祥，战胜了四魔，并且无论在站着或行走等，在此世

或他世的一切处，他所前往都安稳的；由亲近愚人等，则可

能生起诸漏(pg. 131)、恼害、苦恼；当没有那些而安全前往

时，即称为无灾难、无祸害、安全、无怖畏的前往。而当中

的鼻音，当知是为了偈颂容易结合而说的(即通常应用的

〚sotthã〛，今用为〚sotthi§ 〛的鼻音〚§ 〛)。 
〚是其最吉祥(ta§  tesa§  maï galamuttama§ )〛－世尊以

这偈句来做开示的结论。是什么呢？〚天子，请学取：〜当

如此实行这些时，由于他们去各处都安稳，因此该不结交愚

人 等三十八事，如此等诸行相是最 上、殊胜、最胜的吉

祥。〝〛 
如此，当世尊做了结论，在开示结束时，有一兆335位天

神证得阿拉汉，有阿僧祇〔无数〕位(天神)证得索答巴帝

〔预流〕、萨咖达嘎弥〔一来〕、阿那嘎弥〔不还〕果。在

第二天，世尊告诉阿难达长老(说)：〚阿难达，昨夜有一位

天神来到我(面前，)问了有关吉祥的问题，当时我开示了三

十八种吉祥。阿难达，学取这吉祥的法门，学取后诵给比库

们(听)！〛长老在学取后就诵给比库们(听)。而这是导师们

辗转相传而来，并传到今天的。只要天与人对众人、众多众
                                                 
335   〚一兆(koñisatasahassa)〛，一俱胝(koñi-口提)为一千万，而一百(sata)乘以

一千(sahassa)为十万；一千万乘以十万为一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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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善演说(这三十八种吉祥)【156】，当知如此这梵行就会

成就、繁荣、广布。 
为了使智熟识及善巧这些吉祥，现在从头开始(来论述)

其结构：如此这些想要此世、他世及出世间快乐的有情，在

舍弃结交愚人、依止智者，并礼敬可敬者后，在鼓励住在适

宜的地方及往昔曾修福以从事〔转起〕诸善时，使自己确立

正确的志向；以多闻、技术及律仪来庄严自己；当依律来说

善语时，只要还是在家的状态，即以奉养父母亲来还清旧的

债务，并以养育妻儿来还清新的债务，并且以正当的职业来

获取财产、谷物等的成就；以布施来把持财物的真实〔核

心〕，并以法行来把持生命的真实〔核心〕；接着以接济亲

族来利益自己的人，以行为无过失来利益其他的人；以离诸

恶事来避免伤害他人，以自制不饮酒来避免伤害自己；以于

法不放逸来增长善的一边；当由增长了诸善在舍弃在家相而

处在出家的状态时，对佛陀、佛弟子、戒师、亲教师等以恭

敬及谦逊来达成义务；以知足(pg. 132)来舍弃对资具的贪

求；以知恩来处在善人之地；以听闻法来舍弃心的消沉；以

忍辱来征服一切危难；以易受劝来(找到)有利自己者；以见

诸沙门来了解修行的方法；以讨论法来除去对诸法当疑之处

的疑惑；以根律仪的热忱来(达成)戒清净；以沙门法的梵行

来达成心清净以及之后的(见清净、度疑清净、道非道智见

清净，及行道智见清净)四清净【157】，以此照见诸圣谛的

方法行道，证得了智见清净，即体证称为阿拉汉果的涅盘；

凡体证了(涅盘)后，即犹如须弥山不被风雨所动摇一般，心

不被八种世间法所动摇，成为无愁、无染与安稳；而且凡安

稳者在一切处是无一能胜的，所以去各处安稳，这即是世尊

所说的： 
〚此等实行后，各处无能胜， 
去各处安稳，是其最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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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诵经〙的注释－〘阐明胜义〙 

〘吉祥经〙的解释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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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宝经注  
Ratanasuttavaõ õ anà  

 
(Yà nãdha bhå tà ni samà gatà ni,  
bhummà ni và  yà ni'va antalikkhe, 
sabbe'va bhå tà  sumanà  bhavantu,  
atho'pi sakkacca suõ antu bhà sita§ . 

凡集在此诸鬼神，无论地居或空居， 
愿一切鬼神欢喜，并恭敬听闻所说。 

Tasmà  hi bhå tà  nisà metha sabbe,  
metta§  karotha mà nusiyà  pajà ya, 
divà  ca ratto ca haranti ye bali§ ,  
tasmà  hi ne rakkhatha appamattà . 

故鬼神，一切倾听：散播慈爱给人类， 
日夜带来献供祀，故护他们莫放逸。 

Ya§  ki¤ ci vitta§  idha và  hura§  và ,  
saggesu và  ya§   ratana§  paõ ãta§ , 
na no sama§  atthi Tathà gatena,  
idam'pi Buddh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凡此世他世财富，或者天界殊胜宝， 
无与如来等同者，这是佛的殊胜宝， 
以此真实愿平安。 

Khaya§  virà ga§  amata§  paõ ãta§ ,  
yadajjhagà  Sakyamunã samà hito, 
na tena Dhammena sam'atthi ki¤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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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am'pi Dhamm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尽、离贪、不死、殊胜，释迦牟尼所证定， 
无与该法相同者，这是法的殊胜宝， 
以此真实愿平安。 

Yam Buddhaseññho parivaõ õ ayã suci§ , 
samà dhimà nantarika¤ ¤ amà hu, 
samà dhinà  tena samo na vijjati,  
idam'pi Dhamm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最上佛所赞清净，即是称为无间定， 
无与该定等同者，这是法的殊胜宝， 
以此真实愿平安。 

Ye puggalà  aññha sata§  pasatthà ,  
cattà ri età ni yugà ni honti, 
te dakkhiõ eyyà  Sugatassa sà vakà ,  
etesu dinnà ni mahapphalà ni, 
idam'pi Saï gh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被寂静者所称赞，即是四双八辈众， 
善至弟子堪受供，布施他们得大果， 
这是僧的殊胜宝，以此真实愿平安。 

Ye suppayuttà  manasà  daëhena,  
nikkà mino Gotamasà sanamhi, 
te pattipattà  amata§  vigayha,  
laddhà  mudhà  nibbuti§  bhu¤ jamà nà , 
idam'pi Saï gh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以坚固心善从事，离欲苟答马之教， 
彼得利得入不死，免费获得享寂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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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僧的殊胜宝，以此真实愿平安。 
Yath'indakhãlo pañhavi§  sito siyà ,  
catubbhi và tebhi asampakampiyo, 
tathå pama§  sappurisa§  vadà mi, 
 yo ariyasaccà ni avecca passati, 
idam'pi Saï gh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犹如帝柱依地立，四面来风不动摇； 
我说如此善男子，决定照见诸圣谛， 
这是僧的殊胜宝，以此真实愿平安。 

Ye ariyasaccà ni vibhà vayanti,  
gambhãrapa¤ ¤ ena sudesità ni, 
ki¤ cà pi te honti bhusappamattà ,  
na te bhava§  aññhama§  à diyanti, 
idam'pi Saï gh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凡明了诸圣谛者，由深慧者所善说， 
即使他们极放逸，也不受取第八有， 
这是僧的殊胜宝，以此真实愿平安。 

Sahà 'v'assa dassanasampadà ya,  
tay'assu dhammà  jahità  bhavanti, 
sakkà yadiññhi vicikicchita¤ ca,  
sãlabbata§  và pi yadatthi ki¤ ci, 
catå h'apà yehi ca vippamutto, 
 cha cà bhiñhà nà ni abhabbo kà tu§ , 
idam'pi Saï gh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à  suvatthi hotu. 

在他见具足同时，已经断除三种法： 
有身见以及怀疑，或有任何戒禁取； 
已经解脱四恶趣，不可能造六重罪， 



                                              宝经注 

 173 

这是僧的殊胜宝，以此真实愿平安。 
Ki¤ cà pi so kamma§  karoti pà paka§ , 
kà yena và cà  uda cetasà  và , 
abhabbo so tassa pañicchà dà ya,  
abhabbatà  diññhapadassa vuttà , 
idam'pi Saï gh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即使他造某恶业，经由身、语或者意， 
他不可能隐瞒它，谓见道者不可能， 
这是僧的殊胜宝，以此真实愿平安。 

Vanappagumbe yathà  phussitagge,  
gimhà namà se pañhamasmi§  gimhe, 
tathå pama§  Dhammavara§  adesayã,  
nibbà nagà mi§  parama§  hità ya, 
idam'pi Buddh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犹如热季第一月，花开森林树丛上； 
譬喻所说最胜法，导至涅槃最上益， 
这是佛的殊胜宝，以此真实愿平安。 

Varo vara¤ ¤ å  varado varà haro,  
anuttaro Dhammavara§  adesayã, 
idam'pi Buddh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最胜，知、与、持最胜，无上者说最胜法， 
这是佛的殊胜宝，以此真实愿平安。 

Khãõ a§  purà õ a§  nava§  n'atthi sambhava§ ,  
Virattacittà  à yatike bhavasmi§ , 
te khãõ abãjà  aviruëhicchandà ,  
nibbanti dhãrà  yathà 'ya§  padãpo, 
idam'pi Saï ghe ratana§  paõ ã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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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 
旧的已尽不生新，在未来有心离贪， 
种子已尽不增欲，坚者寂灭如这灯， 
这是僧的殊胜宝，以此真实愿平安。 

Yà nãdha bhå tà ni samà gatà ni,  
bhummà ni và  yà ni'va antalikkhe, 
Tathà gata§  devamanussapå jita§ ,  
Buddha§  namassà ma suvatthi hotu. 
﹙帝释天王说：﹚ 

凡集在此诸鬼神，无论地居或空居， 
如来受天人崇敬，我们敬佛愿平安。 

Yà nãdha bhå tà ni samà gatà ni,  
bhummà ni và  yà ni'va antalikkhe, 
Tathà gata§  devamanussapå jita§ ,  
Dhamma§  namassà ma suvatthi hotu. 

凡集在此诸鬼神，无论地居或空居， 
如来受天人崇敬，我们敬法愿平安。 

Yà nãdha bhå tà ni samà gatà ni, 
bhummà ni và  yà ni'va antalikkhe, 
Tathà gata§  devamanussapå jita§ , 
 Saï gha§  namassà ma suvatthi hotu. 

凡集在此诸鬼神，无论地居或空居， 
如来受天人崇敬，我们敬僧愿平安。)【157】 

 
(排在这里的目的) 

现在，接着解释排在〘吉祥经(Maï galasutta)〙之后，来

到以〚凡集在此诸鬼神〛等的〘宝经(Ratanasutta)〙之涵

义。在说了这部(〘宝经〙)排在这里的目的之后，接着〔从

此以后〕，犹如潜入在河流或湖泊水中而成处在极为清净一

般，我们以清净的因缘来显示潜入此经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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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谁、何时、何处、为什么说此(经)？ 
阐明了这方法之后，我们将解释其义。〛 

此中(pg. 133)，由于以〘吉祥经〙来显示了自我守护，

以及防御由造作不善与不做(诸)善之缘(所生)的诸漏；而此

经则是达成守护他人，以及防御由于非人等缘(所生)的诸

漏，因此此(经)排在那(〘吉祥经〙)之后，这就是此(经)排

在这里的目的。 
 

(韦沙离的故事) 
现在，对于〚由谁、何时、何处、为什么(说此经)〛的

问题，这里可以问成：〚由谁、何时、何处说此经，以及为

什为说(此经)？〛 
此(经)由世尊所说，而非由诸弟子等(所开示的)。 
以及当【158】韦沙离(Vesà lã-广严城；毗舍离)发生了

饥荒等诸灾难(之时)；诸离车威(Licchavi)为了(平息)灾

难，将世尊从王舍城(Rà jagaha)请到韦沙离来；为了平息

〔对抗〕诸灾难，(所以世尊)说此(经)。这是对那些(问题)

的简要回答，详细的内容当从解说古代韦沙离的故事开始。

以下就来讲解这个(故事)： 
据说，(从前)巴拉那西(Bà rà õ asi-巴拉纳西)王的上首王

后怀了孕。(王后)知道(怀孕)后，就(把这件事)告诉国王，

国王就给她(供给所需来)保护胎儿。她适当的保护胎儿，在

胎儿成熟之时即入产房生产。(若)有福的人则在清晨生产，

而她(王后)就是她们的其中之一。(王后)在清晨之时生了一

块像红色肉膜或者(犹如)班都基瓦咖(bandhujãvaka)花的肉

块。王后思惟(说)：〚其他夫人所生的就如金色雕像般的儿

子，而(我)上首王后却生了肉块，在国王面前我可能会受到

批评。〛由于害怕受批评，就把这块肉块装在一个器皿中，

包覆了之后盖上王印，派人把它放在恒河的河流上。就在

(所派的)人舍弃之时，诸天安排了护卫，用金色的细布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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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巴拉那西王的上首王后之子〛的红色辬题，再绑在

(器皿上)，并使那器皿在恒河的河流上没有风浪等灾难。当

时，有一位苦行者依止牧牛人住在恒河岸。在清晨的时候，

那个器皿漂来到恒河的岸边(pg. 134)，(苦行者)看到了就以

粪扫〔丟弃物〕想而把它捡起来。在他看到了细布的字条和

所印上的王印后，就把它解开，并看到那块肉【159】块。

在他看到了之后(想说)：〚真的有胎儿，但并没有腐坏变

臭。〛于是就带回草庵，放在洁净之处。经过了半个月之

后，就变成了两块肉块。苦行者看了之后，把它放在更好的

地方。接着，再经过半个月，(两块肉块)一一各生出手、

脚、头的五个肿胞。接着之后，再经过半个月，一块肉块变

成犹如黄金雕像一般的男婴，一块则变成女婴。那位苦行者

由于生起对儿子(般)的爱，从他的拇指分泌出〔生出〕乳汁

来。从那(时)开始，当他获得了(牛)奶和食物时，他自己食

用那食物，而把(牛)奶拿去喂进婴儿的口中。那些(奶水)流

入胃里，犹如那一切(奶水)到达摩尼珠的器皿一般，如此

(婴儿的身上)没有皮(nicchavã)；有人说：〚犹如縫在一起一

般，他们的皮彼此黏在一起(lãnà  chavi)。〛由于无皮或黏

皮，因此大家称他们为离车威(Licchavi)。苦行者由于喂养

婴儿，所以日出进入村庄乞食，过了日中才回来。诸牧牛人

知道了他的工作后，说：〚尊者，扶养小孩是诸出家人的障

碍，请把小孩子交给我们，我们将会扶养的，您自己从事您

的道业吧。〛苦行者答应(说)：〚善哉〔萨度〕。〛于是诸

牧牛人在第二天把道路整平，撒布诸花，竖立幢幡，演奏乐

器，来到草庵。苦行者嘱咐：〚(这两个)小孩有大福德，你

们当不放逸地(扶养)使令长大。当他们长大了之后，使他们

互相匹配。你们当以五种牛味336而供给之，并立为王，使令
                                                 
336  五种牛味(pa¤ cagorasa-五种牛的产品)，即：乳、凝乳、奶酪、鲜奶油〔生

酥〕及精炼奶油〔熟酥〕(khãra, dadhi, takka, navanãta, sappi)。(Vin.i,p.244; 
DhA.i,p.158; SNA.p.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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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并且在该领土建造(王)城，(而且)在那里为王子(举

行)灌顶(的仪式)。〛说了之后就把小孩交给他们。【160】

他们(回答说)：〚善哉〔萨度〕。〛并把小孩带回去扶养。

当小孩逐渐长大，他们和牧牛人的孩子们一起游戏，由于争

吵，他们用手打、用脚踢其他牧牛人的小孩。他们(那些被

打的小孩)就哭泣，他们的父母问(说)：〚你们为什么在哭

呢？〛(牧牛人的孩子)就说：〚那些没有父母、苦行者养的

(小孩)一直打我们。〛因此，他们的父母说：〚这些小孩欺

负 和 伤 害其 他 小孩，他 们 不 应当 在一起，他 们 应 当避 开

(vajjitabbà )，他们应当避开。〛据说，从那(时)开始，从那

地方的三百由旬(pg. 135)称为〚避开(Vajji-跋耆)〛。当时，

诸牧牛人把该地献国王，使令欢喜，并在那里建造城镇。在

他们十六岁时，他们把王子灌顶为王，并使他和该女孩结

婚。而且他们定了规约：〚(住在城里者)不可以娶外面的女

孩，这里的女孩不可以嫁到(外面去)。〛他们最初同居生了

两个小孩，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如此十六次各生两个。从

此，他们的小孩逐渐众多〔增长〕，以致于无法容纳园林、

庭院、住处和眷属，所以那座城一牛呼337、一牛呼(距离)的

向外筑墙三次，由于一再地使宽广，所以称为韦沙离(Vesà lã-
广严城)。这就是韦沙离的故事。 
 

(邀请世尊) 
在世尊出现(世间)时，这韦沙离(Vesà lã)是既富有又繁

荣的。在那里的统治者有七千七百零七位王；同样地，(也

有同样数目的)小王〔年青的王〕、将【161】军、财务官

等，如说：〚那时，韦沙离(Vesà lã)是既富有且繁荣的，人

口众多、人口稠密，而且容易乞食，(该国)有七千七百零七
                                                 
337  〚牛呼(gà vuta)〛为长度的单位，即一牛鸣的距离；一牛呼为四分之一由

旬，约五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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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宫殿、七千七百零七栋楼阁、七千七百零七座公园及七千

七百零七座池塘。338〛 
然而，后来〔在另一个时候〕，该(国)由于旱灾与收成

不好而闹饥荒。首先死亡的是穷人，(他们的尸体)被丟弃在

外面。由于死人(尸体)的气味，非人进入城里面，因此更多

人 死 亡 。 由 于 该 厌 恶 性 ， 使 得 诸 有 情 得 了 蛇 风 病

(ahivà taroga)。如此，由于饥荒、非人与瘟疫的怖畏而遭受

三种灾难。韦沙离城的居民前往国王处，说：〚大王，在这

城里出现了三种怖畏。在过去七代〔乃至第七代〕国王的统

治下，都不曾发生过如此的事。可能是您的(王位)非法(取

得)(pg. 136)，才会发生(这种事情吧)！〛国王把一切(城民)

聚集在集会堂，说：〚请检查我的(王位)非法的情况吧！〛

他们检查整个传承，不见有任何(过失)。在不见国王的过失

下，(他们)想：〚我们如何才能平息这个怖畏呢？〛当中，

有些人提议(请外道)六师，说：〚只要他们来，(怖畏即能)

平息。〛有些人说：〚据说佛陀已经出现在世间了，世尊他

为了利益(一切339)有情而开示(佛)法，(他)有大神力、大威

力。只要他来，一切怖畏即可以平息。〛他们对此感到欢

喜，(并问)说：〚世尊他现在住在哪里？假如我们【162】

去请，他会来吗？〛其他人则说：〚佛陀是慈悯的，他怎么

会 不 来 呢 ？ 〛(有 些 人 说 ：)〚 世 尊 他 现 在 住 在 王 舍 城

(Rà jagaha)，宾比萨拉(Bimbisà ra)王在服侍他，或许他不会

给(世尊)来。〛(有些人说：)〚那么，我们请该国王答应送

(世尊)来吧！〛于是派了两位离车威(Licchavi)王，以强大

的军队带着贵重的厚礼去(见)宾比萨拉王，(说)：〚请宾比

萨拉(王)答应送世尊来(这里)。〛他们前往(宾比萨拉)王

处，送上礼物，禀报发生的事情，说：〚大王，请派世尊去
                                                 
338   Vin.i,p.268. 
339    括号中的这段文乃是缅甸版有而锡兰版从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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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城市。〛国王并未答应地说：〚你们(自己)知道(该

怎么办)的。〛他们前往世尊处，礼敬后如此说：〚尊者，

我们的城里出现了三种怖畏。假如世尊前去的话，我们可能

就会平安。〛世尊(透过神通把心)转向(并了知)：〚在韦沙

离开示〘宝经〙时，该保护将会辫满一兆个轮围界，在(开

示该)经结束时，八万四千众生将会(证得)法现观。〛(因此

他)同意了。 
当时，宾比萨拉王听到世尊同意后，便令在城里宣布：

〚世尊已经答应去韦沙离了。〛然后他前往世尊处，(问)

说：〚尊者，您答应去韦沙离了吗？〛(世尊回答说：)〚是

的，大王。〛(国王说：)〚尊者，那请等我先把道路准备好

(您)才去。〛当时，宾比萨拉王命人把王舍城与恒河之间五

由旬的地面铺平，而且在每一由旬处建造(一座)寺院〔住

处〕，然后通知世尊前往的时刻(已到)。世尊被五百位比库

围绕(pg. 137)而前往。在五由旬的路上，国王令人铺上深及

膝盖的五色花，路边插着旗臶、幢幡、三角旗〔满灌旗340〕

等。【163】并令人为世尊举着两支白色的伞盖，也为每位

比库举着一支(白色的伞盖)。在随从的陪同下，他自己以

花、香等来供养世尊，邀请世尊住在每一座寺院〔住处〕，

并作了〔布施了341〕大供养，以五天(的时间)导引(世尊)来

到恒河。在那里，用一切装饰品装饰了(一艘)船，并送信给

韦沙离(的居民说)：〚世尊已经来了，把道路整修〔准备〕

后，请所有人〔一切〕出来迎接世尊。〛他们(决定说)：

〚我们将做出两倍的礼敬〛，就把恒河与韦沙离之间三由旬

的地面铺平，并为世尊准备了四支白色的伞盖，也为每位比

库准备了两支(白色的伞盖)。为了礼敬(世尊与比库僧)，他

们来到恒河岸，并站在那里。当时，宾比萨拉王命人把两艘
                                                 
340   〚kadali〛，缅甸版为〚puõ õ aghañakadali 满灌旗〛。 
341   〚作〛，缅甸版为〚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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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连接起来，(在其上)建造(一座大)帐棚，用花(及)花环等

装饰，并在那里铺上一个由一切宝(物)所做成的佛座，世尊

坐在那里；五百位比库也都上船，坐在适合(自己的座位)。

国王跟随着世尊，(并走下河里直到河)水到达他的头部，然

后说：〚尊者，我将住在恒河此岸，直到世尊回来。〛然后

转头回去。上面的天神直到色究竟天(Akaniññha)都向(世尊)

礼 敬 ， 住 在 恒 河 下 面 的 堪 拔 拉 (Kambala) 与 阿 沙 塔 拉

(Assatara)等龙王(Nà garà ja)342也向(世尊)礼敬。 
在受到如此大恭敬下，世尊渡过了(宽)一由旬的恒河，

进入了韦沙离的境内。为了比宾比萨拉王礼敬两倍，离车族

的诸王来迎接世尊，(直到河)水到达他们的头部。就在该刹

那，就在那须臾，出现了一大片闪着电的乌云，四方倾盆地

下着大雨。当世尊第【164】一脚踏上恒河岸上时，即下着

〚莲花雨(pokkharavassa)〛。然而只有那些想要湿的人才会

湿，不想要湿的人则不湿。在一切处水淹到膝盖、大腿、腰

部乃至头部，所有的尸体都被水冲入恒河里，使得大地完全

地清净。离车族诸王邀请世尊在每一由旬(的距离)住宿，并

作了〔布施了343〕大供养。在三天里，(他们比宾比萨拉王)

做了两倍的礼敬，他们引导(世尊)来到韦沙离(pg. 138)。当

世尊来到韦沙离时，沙咖天帝〔帝释天王〕与诸天众也到

来。由于有大威力的诸天来集，多数的非人都逃跑了。世尊

站在城门口，告诉阿难达长老：〚阿难达，学取这部〘宝

经〙，学取后，拿着资益的供养品，带着离车族的王子们，

在韦沙离的三道城墙之间绕着走，(念诵此经)作为护卫。〛

并开示了〘宝经〙。对如此〚由谁、何时、何处说此经，以

及为什为说(此经)〛这个问题的回答，古代详细的解说即是

从韦沙离的故事说起的〔开始的〕。 
                                                 
342  锡兰版没有〚王〛字。 
343  〚作〛，缅甸版为〚布施〛。 



                                              宝经注 

 181 

如此从世尊来到韦沙离的那天，直到(来到)韦沙离的城

门口，为了防卫那些灾难，使阿难达尊者学取所开示的这部

〘宝经〙，(阿难达尊者)为了作保护，在念诵(〘宝经〙)时

拿着世尊的钵(并装着)水，绕着所有城(墙)，并洒着(水)。

当(阿难达)长老在诵念〚(ya§  ki¤ ci)凡〔无论任何〕〛(及

洒水)时，先前未逃跑而依靠在垃圾堆、屋顶及墙壁处等的

非人，则从四(城)门逃跑，使得(城)门没有(多余的)空间

(让他们逃跑)。有些不得门口空间者，则撞倒〔破〕了墙壁

而逃跑。就在诸非人的离去之时，人们肢体的疾病马上痊愈

了。在他们(从家里)出来后，即以一切花、香等来供养(阿

难达)长老。大众在城【165】市中央的集会处，以一切香来

涂抹，并建造(一座大)帐棚，以一切装饰来庄严，并在那里

铺设了佛座，引导世尊进来，世尊进入集会堂后，坐在所铺

设的座位上；比库僧团、国王以及人们也都坐在适合(自己

的座位)。沙咖天帝〔帝释天王〕与(四大王天及三十三天)

两层天界诸天众，以及其他诸天也都前来，就近而坐。阿难

达长老在环绕整座韦沙离(城)，作了保护后，与韦沙离城的

居民一起前来，并坐在一边。世尊就在那里对他们一切开示

了〘宝经〙。 
到此为本母所列的：〚由谁、何时、何处、为什么说此

(经)？阐明了这方法之后〛，而那些已经以一切方式详细地

(解说)了。 
 

(解释「在此」﹙等﹚的偈颂) 
(ß Yà nãdha bhå tà ni samà gatà ni,  
bhummà ni và  yà ni'va antalikkhe, 
sabbe'va bhå tà  sumanà  bhavantu,  
atho'pi sakkacca suõ antu bhà sita§ .û ) 
凡集在此诸鬼神，无论地居或空居， 
愿一切鬼神欢喜，并恭敬听闻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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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pg. 139)应当开始解释所说的〚我们将解释其义〛

的涵义。由于有些(人)说：〚前〔初〕五首偈颂是世尊所开

示的，其余的(偈颂)则是阿难达长老在举行护卫(的仪式)时

(所诵出的)〛。这到底是真实的或者不是(真实的呢)？我们

如何去考察呢？我们将以一切方式来解释〘宝经〙的涵义
344。 

在〚凡(集)在此诸鬼神(yà nãdha bhå tà ni)〛(等)的第一首

偈颂。此中，〚凡(yà ni)〛－即无论是少有势力或者有大势

力的(鬼神)。 
〚在此(idha)〛－在这个地方；即关于在那时〔刹那〕

集会在该处而说的。 
〚诸鬼神(bhå tà ni)〛－对于〚不塔(bhå ta)〛(这个字)，

在〚(真)实(bhå tasmi§ )(得上人法，假如向未受具戒者说

者，犯)巴吉帝亚345〛，如此等为存在(之意)。在〚诸比库，

【166】你们见此生类(bhå ta§ )吗？346〛如此等为蕴的五法

〔五蕴〕(之意)。在〚诸比库，实以四大种(mahà bhå tà )为因
347〛，如此等为地界等四种色(之意)。在〚凡众生(bhå to)食

了 时 348 〛 ， 如 此 等 为 漏尽者(之 意) 349 。在〚一切 诸 生 类

(bhå tà )，都将舍弃在(此)世间之身350〛，如此等为一切有情

(之意)。在〚破坏(草木)生物村(bhå tagà ma)351〛，如此等为

树 等 ( 之 意 ) 。 在 〚 从 生 类 (bhå tato) 认 为 是 生 类
                                                 
344  即我们将充分地考虑这两种说法，而对〘宝经〙作较为圆满的解释。 
345 Vin.iv,p.25 
346 M.i,p.260. 
347 S.iii,p.101. 
348 J.ii,p.260. 
349 由于阿拉汉在证得阿拉汉道之时，已经处在耗尽、度过、吞食了未来的结生

时刻，所以说为：〚食了时的众生〛。 
350 D.ii,p.157. 
351 Vin.iv,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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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å ta§ )352〛，如此等为四大王天以下衍生而转起的有情身

〔部类〕(之意)。而在此应当理解(不塔 bhå ta)是指无差别

的非人(为这里的涵义)。 
〚集(samà gatà ni)〛－即聚集。 
〚地居(bhummà ni)〛－即在大地(化)生的。 
〚或(và )〛－为替代〔不定〕(词)。因此，以〚凡集会

在此的地居诸鬼神〛这一种不定(字)后，可以再以第二种来

替代，所以说〚或空居(yà ni va antalikkhe)〛，即〚或者凡是

所有〔一切〕在空中(化)生而集会在这里的诸鬼神〛之意。

而且，在此从亚马〔夜摩〕天到色究竟天(化)生的诸鬼神，

由于是在空中的天宫(化)生而显现的，所以当知也是〚空居

的诸鬼神〛；而凡是从须弥山(sineru)以下乃至在所有〔一

切〕在大地(化)生、住在大地的树、蔓藤等的树、蔓、山等

诸鬼神，由于在大地(化)生，系属于大地，所以当知为〚地

居的诸鬼神〛。 
如此(pg. 140)世尊以〚无论地居或空居〛的两行来替代

一切非人的生类后，再以一行来含摄而显示(所有非人众

生)，所以说：〚愿一切鬼神欢喜(sabbe'va bhå tà  sumanà  
bhavantu)〛。 

〚一切(sabbe)〛－即无剩余的。 
〚eva(未译出)〛－强调词，即连一个也未被排除之

意。 
〚鬼神(bhå tà )〛－即非人。 
〚愿欢喜(sumanà  bhavantu)〛－即愿生起快乐、喜、喜

悦。 
〚并(atho'pi)〛－为在被说出(一个句子时)，促成(字与

字的)作用之间目的的两个不变词。 
〚 愿 恭 敬 听 闻 所 说 (sakkacca suõ antu bhà sita§ )〛 －

                                                 
352 M.i,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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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即在专心、作意后，愿(你们)集中一切心思来听闻

我那能导至天界成就、出世间快乐的开示。 
如此世尊在此以〚凡集在此诸鬼神〛不定之词来摄取诸

鬼神后，再以〚无论地居或空居〛的两种来替代(诸鬼神)，

接着再以〚一切鬼神〛的一起来(提到诸鬼神)，这首偈颂达

成了──以〚愿欢喜〛此语来促成意乐成就时，以〚恭敬听

闻所说〛(来促成)方法成就；同样地，也(促成了)如理作意

成就及从他人的音声成就；同样地，也(促成了)在自立正志

向及亲近善人〔善知识〕成就以及定慧的因成就。 
 
(解释「故(一切鬼神倾听)」﹙等﹚的偈颂) 
      (ß Tasmà  hi bhå tà  nisà metha sabbe, 

 metta§  karotha mà nusiyà  pajà ya, 
 divà  ca ratto ca haranti ye bali§ ,  
 tasmà  hi ne rakkhatha appamattà .û ti. 
故鬼神，一切倾听：散播慈爱给人类， 
日夜带来献供祀，故护他们莫放逸。) 

在〚故(一切)鬼神〛(等)的第二首偈颂。此中，〚故

(tasmà )〛－为原因之词。 
〚鬼神(bhå tà )〛－为称呼之词。 
〚倾听(nisà metha)〛－即请(你们)听着。 
〚一切(sabbe)〛－即无剩余的。所说的是什么呢？由于

你们舍弃了天界之处，不在那里(享受各种)财物与成就，为

了听闻(佛)法而来集会在这里，而不是为了(来)看舞者、跳

舞等，因此〚鬼神，一切请听着〛。或者以〚愿欢喜(及)愿

恭敬听闻〛之语，在见到了他们欢喜状态及想要恭敬听闻

后，说：〚由于你们以欢喜的心而自立正志向、如理作意及

意乐清净，而且以想要恭敬听闻而亲近善人〔善知识〕(及)

从他人音声的足处〔近因〕而清净方法，(这是)适当的，因

此，鬼神，一切请听着〛。或者由于(pg. 141)在前(一)首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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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最后提到〚所说(bhà sita§ )〛，而在指出其原因时(可)说

(为)：〚由于我所开示的是极为难得的，因为要避开八种

〔一切353〕非时〔刹那354〕而(得到)适时〔刹那〕是极为难

得的，而且(能)转起慧、悲之德的各种利益，并且在我开示

了〚愿听闻 所说〛也想(再)说，因此〚 鬼 神，一切请听

着〛。这是在此偈句所说的(涵义)。 
如此(世尊)举出鼓励倾听自己所说(开示)的原因后，在

开 始 提 到 应 当 倾 听 【168 】 时(说)： 〚 散 播 慈 爱 给 人 类

(metta§  karotha mà nusiyà  pajà ya)〛。其义如下：对于被三种

灾难所折磨的人类，请你们现起慈爱355、友善及欲令(得)利

益 来 对 待 那 些 人 类 。 有 人 ( 把 mà nusiyà  pajà ya) 诵 成

〚mà nusika§  paja§ 〛了，由于那是以处(格)之义而生成的，

所以并不适宜；而且他们以此(为基础)来解释该义，所以也

是不适宜的。而这里的意趣如下：我并不是以〚佛陀〛的权

威来说(这些话)的，而是为了你们以及这些人类的利益而

说：〚散播慈爱给人类〛的。 
而且在此当知修慈的利益即如： 

〚诸如仙之圣王，征服了大地的有情众而游历祭祀

之时，以施舍谷物356、犒赏大军357、布施穷人358及

说爱语359，来作无遮大会，不如善修习慈心(人)，
                                                 
353 锡兰版为：〚一切(sabba)〛。 
354 巴利为：〚刹那(khaõ a)〛。 
355 锡兰版没有：〚慈爱〛一字。 
356  从 所 收 成 的 第 十 部 份 拿 来 ( 施 舍 ) ， 称 为 〚 sassamedha§ 〛 ， 在 此 以

〚sassamedha§ 〛说成〚assamedha§ 〛；〚assamedha§ 〛直接译法是指以杀

马来当祭品，而这句及以下的译法是来自〘增支部注〙。 
357  每 六 个 月 以 粮 食 与 薪 俸 来 犒 赏 大 军 ， 称 为 〚 purisamedha§ 〛 ；

〚purisamedha§ 〛直接译法是指用人来当祭品。 
358 以一千或两千的财物施与那些手中拿着字条，而三年都没有收成〔增长〕的

贫穷人，这称为〚sammà pà sa§ 〛；〚sammà pà sa§ 〛有人译成〚以倒酒祭

神〛或〚掷棒祭〛。 
359 以大叔、大伯、大舅等方式的称呼来说爱语，称为〚và cà peyya§ 〛，在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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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六分之一。360即使才以无恶之心对待一生物，

该慈即有善(业)；假如以心悲悯一切生物，则获福

之多如对圣者。361〛 
如此等经以及修〔行〕慈的十一种利益362。 

当知凡修〔行〕(慈)者(他们)即(可得)在：〚此人天神

悯，常见诸祥瑞363〛如此等(pg. 142)经364的利益。 
如此(世尊)在指出两者的利益时说了：〚散播慈爱给人

类(metta§  karotha mà nusiyà  pajà ya)〛后，现在在指出(人们

对天神的)资助时【169】说了：〚日夜带来献供祀，故护他

们 莫 放 逸(divà  ca ratto ca haranti ye bali§ , tasmà  hi ne 
rakkhatha appamattà )〛。 

其义如下：人们以绘画、木雕等造了诸天神(像)，在白

天前往诸塔庙、(大)树处，指定为诸天神献供祀；在黑半月

等(点油灯)来做为夜间(的献供祀)。或者以供养行筹〔餐

券〕食等回向给诸保护神乃至梵天神来做为白天的献供祀；

在通夜听法等之时以持伞(盖)、(点)灯及(供)花蔓来回向给

(诸保护神乃至梵天神)来做为夜间的献供祀。由于他们如此

日夜地指定为你们献供祀，难道你们能不保护他们吗？〚故

护他们(tasmà  hi ne rakkhatha-因此请保护他们)〛──由于人

类为你们献供祀，所以请你们不放逸地保护、守护他们，请

除去他们的不利，带来他们的利益，请感恩在心、经常地忆

念。 
                                                                                                           

〚và cà peyya§ 〛说成〚và jà peyya§ 〛；〚và jà peyya§ 〛有人译成〚以瓦加

(và jà )酒来祭神〛或〚掷杖祭〛。 
360 A.iv,p.151. 
361 A.iv,p.151. 
362 修慈的十一种利益为：睡眠安乐，醒来快乐，不见恶梦，人们喜爱，非人喜

爱，诸天守护，不为火、毒、刀所伤，心迅速得定，面容明净，死时不昏

迷，(即使)不通达上位则(可投生)至梵天界。(A.v,p.342.) 
363 D.ii,p.89. 
364 锡兰版没有：〚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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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凡(此世他世财富)」﹙等﹚的偈颂) 

(ß Ya§  ki¤ ci vitta§  idha và  hura§  và ,  
saggesu và  ya§   ratana§  paõ ãta§ , 
na no sama§  atthi Tathà gatena,  
idam'pi Buddh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û  
凡此世他世财富，或者天界殊胜宝， 
无与如来等同者，这是佛的殊胜宝， 
以此真实愿平安。) 

如此(世尊)显示了人们对诸天神的资益情况后，为了止

息灾难以及为了诸天与人们(来)听闻(佛)法，开始开示：

〚凡(此世他世)财富(ya§  ki¤ ci vitta§ )〛等方式的真实语来

阐明佛陀等德。 
此中，〚凡(ya§  ki¤ ci)〛－即以不定性〔没有确定指

出〕来无余辫取在各处所适宜的。 
〚财富(vitta§ )〛－即财物；从那所生的财产为〚财

富〛。 
〚此世(idha và )〛－即指出人类的世间。 
〚他世(hura§  và )〛－即(人类)以外的其余世间；因

此，除了人类以外的一切世间，然而由于接着提到了：〚或

者天界(saggesu và )〛，所以当知即除了人类及天界之外其余

的龙、金翅鸟等。如此以(此世与他世)这两句提到人类所能

装饰与受用的(财宝)，即如：金、银、珍珠、摩尼珠、水

晶、珊瑚、红宝石、琥珀等，以及被提到是在龙及金翅鸟等

的领域所现起，座落在大地，以珍珠、摩尼珠(及)砂(等建

造而成)，宽数百由旬的【170】宝制宫殿，而(属于龙及金

翅鸟等的)财富。 
〚或者天界(saggesu và )〛－在欲界及色界的天界。由于



小诵经注 

 188 

他们(pg. 143)美丽的业不会老化365为〚天界〛，或者最上的

善〔美好〕为〚天界〛。 
〚ya§ (凡-未译出)〛－即凡是有主的或无主的(财宝)。 
〚 宝(ratana§ )〛 － 导 致 、 带 来 、 生 起 、 增 长 喜 乐 为

〚宝〛；举凡敬重、高价、无比、难见、高贵有情所使用

的，即是其同义词。如说： 
〚敬重与高价，无比和难见， 
高贵有情所受用，因此称为宝。〛 

〚殊胜(paõ ãta§ )〛－即最上、最胜、不少。 
如此在这偈句所指出的即是──在天界以一切宝所建成

数 百 由 旬 之 量 的 善 法 ( 堂 ) 、 ( 帝 释 天 王 的 ) 威 佳 央 塔

(vejayanta)(殿)等天宫的有主(宝)；以及当在无佛出世之

时，诸有情充满恶趣，使得天宫空无主人的无主(宝)，或者

其他处埋〔依〕在大地(之中)、大海及喜马拉雅(山)等的无

主宝。 
〚无与如来等同者(na no sama§  atthi Tathà gatena)〛：

〚无(na)〛－为否定〔排拒〕(词)。 
〚no(未译出)〛－为强调(词)。 
〚等同(sama§ )〛－为相比。 
〚atthi(有-未译出)〛－即存在。 
〚如来(Tathà gatena)〛－即佛陀。 
所说的是什么(涵义)呢？凡在(前面)那里所说的财富与

宝(物)，即使连一种宝(物)也没有能与佛宝相似〔相比拟〕

的。 
然而，(1.当)宝(定义)为对其敬重的涵义(时)，例如：

当转轮(圣)王的轮宝与摩尼宝出现之时，大众不会在其他处

献恭敬，没有人会拿着花、香等到夜叉或鬼神处去(做供

养)，所有〔一切〕的人们都只对轮宝(与)摩尼宝做恭敬与
                                                 
365 锡兰版为〚以美丽行为〔业〕的威仪、所行为〜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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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他们希望有(好的)愿望，而他们所愿望的有些人则达

成了，即使那样的宝也无法与佛宝相比〔相等〕的。假如宝

为敬重的意思，则也只有如来才是(真正的)宝了。【171】

当如来出现(世间之时)，那些有大威势力的天神与人们即不

再那么(值得受)敬重，也不再那么(受人)尊敬〔供养〕了。

的确，就如梵天(王)沙杭帕提(Brahmà  Sahampati)供养了如

来须弥(山)之量的宝花环，其他天神以及人类中的宾比萨拉

(Bimbisà ra-频毗沙罗)(王)、高沙喇(国的巴斯那地 Kosalarà ja 
Pasenadi﹙憍萨罗国的波斯匿﹚)王、给孤独(长者)等也随力

地(供养了如来)。即使在(世尊)般涅盘之后，阿首咖大王施

舍了九亿六千万的财产，指定为世尊在整个印度(jambudãpa-
瞻部洲；阎浮提)建立了八万四千座寺院，其它的敬重更不

用再说了。而且在其他人般涅盘后，对其出生(处)、觉悟

(处)、转法轮(处及)般涅盘处，或像、塔庙等敬重、尊重，

有谁能像世尊(那样受尊敬)呢？366如此即使宝(定义)为敬重

的涵义，也没有能与如来相等的。 
同样地(pg. 144)，(2.当)宝(定义)为其高价〔大价〕的

涵义(时)，例如：咖西(Kà si)(国所生产的)布，如说：〚诸

比库，咖西(Kà si)(国的)布，即使是旧的，不但具有(好的)

色泽，而且有柔细的触感以及高的价值。367〛即使有该(高的

价值)，也没有能与佛宝相等的。假如宝为高价的意思，则

也只有如来才是(真正的)宝了。即使如来才接受了他们(所

布施)的粪扫衣，也能为他们(带来)大果(报)、大利益的，

即如阿首咖(Asoka-阿育)王一般，这即是其高价值(的涵

义)。而且如此高价之词，依照以下经句为例，当知是没有

过失的：〚凡是他所接受的衣、(钵食、住处、病缘药品)资
                                                 
366 另一种译法为：〚而且假如没有世尊，怎么有其他人在般涅盘后，而对其出

生(处)、 觉 悟(处)、转 法 轮(处 及)般 涅 盘 处或 像 、塔 庙等 敬 重 、尊 重

呢？〛。 
367 A.i,p.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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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对他们而言是有大果(报)、大利益的。我说这即是其高

价值。诸比库，犹如咖西(Kà si)(国的)布是高价值的；诸比

库，我说这种人也是(可用)同样的譬喻。368〛如此即使宝(定

义)为高价的涵义，也没有能与如来相等的。 
同样地，(3.当)宝(定义)为其无【172】比的涵义(时)，

例如：当转轮王的轮宝出现之时，以帝王蓝宝石(制)的毂
369，七宝(制)的千辐370，珊瑚(制)的辋371，红金(制)的接合

处，在每十根辐上有一根主辐，它能在攫取风时发出声音，

所发出的声音犹如善于演奏五支〔种〕乐器(所发出)的声音

一般。在毂的两侧有两个狮子头，在车轮里面有(一个)孔

〔洞〕。那并不是(国王自己)制造或使人制造的，而是由业

缘(自然)时节所等起的。当国王圆满了转轮(王)的十种职务

后，在该伍波萨他(uposatha-布萨)的(十五)满月日浣洗头

发，(受持)伍波萨他(uposatha-布萨)(戒)，登上庄严的殿

堂，当他以清净的戒坐着之时，看见犹如满月、犹如太阳升

起，(轮宝所发出)可听到的声音有十二由旬(之远)，从一由

旬(之远)可见到其外形。当大众在看见之时，即非常兴奋地

(呼喊出)：〚可能是第二个月亮或太阳升起来了。〛(轮宝

飞)经过(王)城的上方，来到王宫的东侧，犹如有轴一般，

停在不太高也不太低，适合于大众可以用香、花等来供养之

处。 
接下来(pg. 145)出现的是象宝，(身体)纯〔一切〕白、

赤脚，站立时七(处触地)372，具有神通，能飞行空中，是从

伍波萨他(uposatha-布萨)(象)族或六牙(象)族来的。(假如)

是从伍波萨他(uposatha-布萨)(象)族来的，则所来的是(当中)
                                                 
368 A.i,p.248. 
369 车轮中心可以穿轴的轴承。 
370 车轮的轴与轮圈之间的直木。 
371 车轮的外框。 
372 即四肢、象鼻、象尾、外阴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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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老)的；(假如)是从六牙(象)族来的，所来的则是(当

中)最年轻的。(它)已训练所学，(得)最上调伏。它带领十

二由旬的群众373，(载着转轮王)在整个印度游行，只在早餐

之前就能回到自己的王都。 
接下来出现的是马宝，(身体)纯〔一切〕白、赤足，头

黑棕色，鬣(如)文艾草(mu¤ ja)，是从瓦拉哈咖(valà haka)马

王族来的。其余的则与象宝相似。 
接下来【173】出现的是摩尼珠宝，该摩尼珠(如)水晶

〔毘琉璃〕，纯净、天生(质纯)、八面、善研磨，其宽与轮

毂相似，是从威普拉(vepulla-广大)山来的。即使在具有(朔

月、乌云等)四支的黑暗，把它〔珠宝〕放在(转轮)王的旌

旗顶上，也能散发出一由旬的光芒，由于该光芒，人们会以

为：〚(已经是)白天了，〛而准备开始工作，即使是昆塔蚁

(kuntha)、蚂蚁也能看得见。 
接下来出现的是女宝，她自然地成为上首王后，(她)从

北俱卢(Uttarakuru)(洲)或玛达(Madda)王族来的。(她)没有

太高、太矮等六过失374，(她的)容色超过人类，但还不到天

界的容色；她的肢体对(转轮)王而言，在寒冷时是温暖的，

在炎热时是凉的；(她)有犹如以绵花百次触击般的触感；

(她)从身体散发出栴檀的香气，从口中则(散发)出青莲花的

香气；并且具有比(转轮王)早起、晚睡等各种德行。 
接下来出现的是居士宝，他自然地成为为(转轮)王服务

的财务官。当在轮宝出现之时，他的天眼即(自然地)显现，

无论有主物或无主物，他能看见方圆一由旬的伏藏(财宝)，

他来到(转 轮)王处邀请说：〚大王，请您放心〔保持无

为〕，我将会帮您处理应当处理的财物的。〛 
接下来(pg. 146)出现的是将军宝，他自然地是(转轮)王

                                                 
373  巴利原文为：〚它能捉住(gahetvà )十二由旬的群众〛。 
374 没有〔避开〕六过失即：不太高、不太矮、不太瘦、不太胖、不过黑、不过

白。(M.iii,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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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子。当在轮宝出现之时，他即具有超人的聪慧，他的心

能了知十二由旬群众的心思，并有抑制与策励他们的能力。

他来到(转 轮)王处邀请说：〚大王，请您放心〔保持无

为〕，我将会教导〔指导〕您的王国的。〛 
即使如此或其他把宝(定义)为无比的涵义，也不可能衡

量、测量其价值(说)：〚价值一百、一千或一千万。〛在此

即使一宝也没有能与佛宝【174】相等的。假如宝为无比的

意思，则也只有如来才是(真正的)宝了。确实没有人能从如

来的戒、定或慧等来与某一人衡量、测量而确定(说)：

〚(他有)这么多德(行)、与(他)相等或与(他)相似。〛如此

即使宝(定义)为无比的涵义，也没有能与如来相等的。 
同样地，(4.当)宝(定义)为其难见的涵义(时)，例如：

即使转轮王及其轮等宝的出现是难得的，但也无法与佛宝相

等的。假如宝为难见的意思，则也只有如来才是(真正的)宝

了。转轮王等(及其他七)宝怎么可能在一劫(之内)出现好几

次呢？由于即使在(一)阿僧祗(asaï khyeyya)劫(之久)，也空

无如来(出现)在世间的，如来是偶尔〔有时〕才出现(世间)

的，所以是难得见到。这也是世尊在(临)般涅盘时所说的：

〚阿难达，诸天在埋怨：〜我们遙远地来看如来，如来、阿

拉汉、正自觉者是偶尔〔有时〕才出现世间的，在今天晚上

的后夜，如来就将要般涅槃了。然而，这位有威力的比库却

站在世尊之前，遮住了我们在最后(夜)之时见到如来的机

会。〝375〛如此即使宝(定义)为难见的涵义，也没有能与如

来相等的。 
同样地，(5.当)宝(定义)为其高贵有情所受用的涵义

(时)，例如：转轮王的轮宝等，即使(拥有)一兆的财富，

(或)即使住在七层(pg. 147)大楼，(以及)旃陀罗(caõ ó à la)、

编竹工、猎人、造车工、清道夫等低贱的家族、卑下的人，
                                                 
375   D.ii,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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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即使在作梦也无法(想到)能够生起来受用。只有从

两方善生的刹帝力王在圆满十种转轮(王)的职务后才能生起

而受用的，(所以)只是高贵有情所受用的，但也无法与佛宝

相等的。假如宝为高贵有情所受用的意思，则也只有如来才

是(真正的)宝了。当如来(出现)世间时，即使通称为高贵的

有情、普拉那咖沙巴(På raõ akassapa-富罗那迦叶)等六师(外

道)以及其他如此(的有情)，由于未圆满(觉悟)的亲依止以

及见颠倒，即使在梦中也无法受用。376像跋希呀达卢奇利呀

(bà hiyadà rucãriya)等，以及其他那些从大家族热心而来的大

弟子，由于已经圆满(觉悟)的亲依止，而且有能力在(听闻)

四行的偈颂结束即可证悟阿拉汉，并有抉择(四圣谛)的智

见，(所以可以)受用；由于他们完成了见无上、听闻无上、

行〔奉事〕无上等377，(所以可以)受用如来(所受用的)。如

此即使宝(定义)为高贵有情所受用的涵义，也没有能与如来

相等的。 
即使〚宝〛无差别的涵义为生起喜乐，例如：当转轮王

在见到转轮王的轮宝后，(因)满意而生起喜乐。再者，当转

轮王左手拿着金水瓶，右手向轮宝洒水(说)：〚轮宝啊，请

转动！轮宝啊，请征服(世界)！378〛当轮宝从空中往东边的

方向转动〔前去〕时，所发出的声音犹如(演奏)五支〔种〕

乐器(所发出)的美妙声音一般【176】；转轮王藉由轮(宝)

的威力带着宽十二由旬的四支军(即：象兵、骑兵、车兵

〔战车部队；车军〕、步兵)跟随在后(而行)。(轮宝飞行在

空中的高度)不太高，也不过低，(保持)在高树(的树稍)之

下，在低树(的树稍)之上。敌王以极恭敬的方式前来，手中
                                                 
376 这段话缅甸版的译文为：〚(除了)如来(之外)，在世间通称为下等的有情、

普拉那咖沙巴(På raõ akassapa-富罗那迦叶)等六师(外道)以及其他如此(的有

情)，由于未圆满(觉悟)的亲依止以及见颠倒，即使在梦中也无法受用。〛 
377 D.iii,p.250. 
378 D.iii,p.62; M.iii,p.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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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从树上取得的花、果、嫩叶〔芽〕等礼物当礼品，

(说)：〚来，大王！〛如此等。(转轮王则)以：〚不应杀

生、(不与取、欲邪行、虚妄语)〛等方法教诫后离去。当

(转轮)王想要吃(饮食)，或想要在白天躺下来休息之时，轮

宝就从天空下来，犹如有轴一般的停在平地，并提供水等一

切所需〔工作〕。当(转轮)王生起想要再启程〔前往〕的心

时，就如先前一般发出声音而前往。在听到该声音后，十二

由旬的(大)众也乘空而行。(pg. 148)轮宝逐渐地潜入东海，

在(轮宝)潜入之时，(海)水退后一由旬之量，犹如造了一座

墙停在(那里)一般。大众依他们所想要的来拿取七宝，当

(转轮)王再拿着金水瓶(说)：〚从这(里)开始就是我的国

土〛，向(轮宝)洒水并返回。(这时，四)军在前面，轮宝在

后面，(转轮)王则在中间。被(轮宝)引退的(海)水随即平复

〔充满〕(如前)。以同样的方式，(他们)前往(了)南(海)、

西(海)及北海。 
当轮宝如此行访四方后，即升上三由旬高的空中。藉由

轮宝的威力，(转轮)王所处之处即征服了各饰以五百小岛，

方圆七千由旬的普拔威碟哈(Pubbavideha-东胜身洲)，方圆

八千由旬的伍答拉枯鲁(Uttarakuru-北俱卢洲)，【177】方圆

七千由旬的阿帕拉郭呀纳(Aparagoyà na-西牛贺洲)，以及方

圆一万由旬的赡部洲(Jambudãpa-印度)，(转轮)王(站着眺望)

如此四大洲饰以两千小岛的一轮围界，犹如眺望全开的白莲

花池〔林(vana)〕一般。而且在如此眺望之时，即生起不少

的喜乐。即使轮宝如此使(转轮)王生起喜乐，也没有能与佛

宝相等的。假如宝为生起喜乐的意思，也只有如来才是(真

正的)宝了。这轮宝将如何与(如来)做(比较)呢？轮宝等乃

至一切(宝)使转轮(王)所生的喜乐是不如天界喜乐的一部份

〔一个数目〕、十六分之一，甚至(不如)十六分之一的一部

分的。如来所生的喜乐比阿僧祗〔无数〕的天与人自我教

诫、忏悔而(证得)初禅的喜乐，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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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乐，空无边处的喜乐，识无边处的喜乐，无所有处的喜

乐，非想非非想处的喜乐，预流道的喜乐，预流果的喜乐，

一来(道的喜乐，一来果的喜乐，)不还(道的喜乐，不还果

的喜乐，)阿拉汉道(的喜乐，以及阿拉汉)果的喜乐更上、

更殊胜。即使如此宝(定义)为生起喜乐的涵义，也没有能与

如来相等的。 
再者，这宝有两种，即：有识的〔有生命的〕与无识的

〔无生命的〕。此中，无识的(宝)为轮宝及摩尼珠宝，或者

其它无诸(眼等)根所系的金、银等(宝)；有识的(宝)为以象

宝为初，将军宝为最后，或者其它如此有(眼等)诸根379所系

的(宝)。而且在如此这两种当中，有识的宝被认为〔说〕是

最上的。(pg. 149)为什么呢？因为无识的金、银、摩尼珠、

真珠等宝，是用来装饰有识的象宝等的。而有识的宝也有两

种，即：畜生宝与人宝。在这(两种)当中，人宝被认为

〔 说 〕 是 最 上 的 。 为 什 么 呢 ？ 因 为 畜 生 宝 是 用 来 乘 载

【178】人宝的。 
而人宝也有两种，即：女宝与男宝。在这(两种)当中，

男宝被认为〔说〕是最上的。为什么呢？因为女宝是用来服

侍男宝的。而男宝也有两种，即：在家〔居家〕宝与出家

〔非居家〕宝。在这(两种)当中，出家〔非居家〕宝被认为

〔说〕是最上的。为什么呢？即使是在家〔居家〕当中最上

的转轮(王)，(他也会)以五处礼(法)380来礼敬、奉侍、恭敬

有相应戒等德的出家〔非居家〕宝，以获得天界与人间的成

就，直到最终证得涅盘的成就。 
                                                 
379 〚有(眼等)诸根〛，锡兰版为：〚意根〛。然而，〚有(眼等)诸根〛比较符

合文意。 
380  五处礼法(pa¤ capatiññhitena vanditvà )即：〚较新学的比库在顶礼较长的比库

足时应当 1.偏袒上衣在一肩〔偏袒右肩〕、2.合掌、3.以(自已的)手掌摩触

(对方的双)足、4.现起敬爱，及 5.现起恭敬来礼足。(Vin.v,p.206.)〛见本书

底本第 150 页及第 326 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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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出家〔非居家〕宝也有两种，即：圣者与凡夫。

而圣者宝也有两种，即：有学及无学。无学宝也有两种，

即：纯观行者与止行者。止行者宝也有两种，即：已得弟子

巴拉密者与未得(弟子巴拉密)者。在这(两种)当中，已得弟

子巴拉密者被认为〔说〕是最上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大德

行的缘故。即使(如此，)比起已得弟子巴拉密者宝，巴支咖

佛〔辟支佛〕宝被认为〔说〕是最上的。为什么呢？因为有

大德行的缘故。即使像沙利子(Sà riputta-舍利弗)、马哈摩嘎

喇那(Mahà moggallana-大目犍连)那样的数百位弟子，也不如

一位巴支咖佛〔辟支佛〕德行的百分之一。即使(如此，)比

起巴支咖佛〔辟支佛〕宝，正自觉者(的佛)宝被认为〔说〕

是最上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大德行的缘故。即使巴支咖佛

〔 辟 支 佛 〕 盘 腿 而 坐 ( 膝 盖 相 触 ) ， 辫 满 整 个 赡 部 洲

(Jambudãpa-印度)，也不如一位正自觉者德行的一部份〔一

个数目〕、十六分之一，甚至(不如)十六分之一的一部分

的。这即是世尊所说的：〚诸比库，在无足、两足……的有

情当中，如来被认为〔说〕是他们中最上的。381〛(即使)以

如此方式，也没有能与如来相等的。因此世尊说：〚无与如

【179】来等同者(na no sama§  atthi Tathà gatena)〛。 
当世尊如此说了佛宝是其他诸宝所无法相比〔相等〕的

之后，现在为了平息那些有情所生起的灾难而使用真实语

〔谛语〕(时说了)：〚这是佛的殊胜宝，以此真实愿平安

(idam'pi Buddh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而此(真实语)既不是依于(世尊的)出生、种姓、

良家之子的圣性，也不是(依于其)外表美似莲花，而是依于

从无间(地狱为初)乃至有顶(的非想非非想处天)为终(pg. 150)
的世间，与佛宝所不等同的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蕴

等德的。 
                                                 
381 A.ii,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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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义如下：即使在这有此世、他世或天界的任何财富或

者宝(物)，而那些(宝)的诸德是无法与殊胜的佛宝等同的。

假如这是真实的话，以这真实(的话语)，愿这些生物平安、

有庄严、无病、无灾难！ 
而且这里就如在：〚阿难达，眼是空无自我，或属于自

我的382〛如此等；即(空无)自我或属于自我之意。此外，确

实有不排除〚眼是自我或属于自我的〛。同样地，当知〚殊

胜宝(ratana§  paõ ãta§ )〛为宝性的殊胜、宝状态的殊胜的这

个涵义。此外，佛陀既不可成为宝，也不在(因)哪里有宝而

成为宝。当在称为敬重等涵义的各种方式相结合才有宝时，

由于该宝性的生起而知道是〚宝〛，所以有该宝来成为宝。

或者当知〚这是佛的宝(idam'pi Buddhe ratana§ )〛为只是以

这个原因〔方式383〕佛陀为宝，如此之意(而已)。 
而且当世尊说出了这首偈颂后，王家即确保〔生起〕平

安，消除了怖畏。这首偈颂所命令的，是在一兆个轮围界的

非人所受持〔领受〕的。【180】 
 

(解释「尽、离贪」﹙等﹚的偈颂) 
     (ß Khaya§  virà ga§  amata§  paõ ãta§ ,  

yadajjhagà  Sakyamunã samà hito, 
na tena Dhammena sam'atthi ki¤ ci,  
idam'pi Dhamm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û  
尽、离贪、不死、殊胜，释迦牟尼所证定， 
无与该法等同者，这是法的殊胜宝， 
以此真实愿平安。) 

如此(世尊)以佛德来说出真实(语)后，现在在开始解说
                                                 
382 S.iv,p.54. 
383 方括弧里的〚方式〛字为缅甸版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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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 盘 法 之 德 时(说 了)： 〚 尽 、 离 贪 (khaya§  virà ga§ )〛

(等)。 
此中，由于作证涅盘而尽、辫尽贪等，或者由于那些

(贪等)灭不生起的尽性；并且由于从相应及所缘都与该贪等

不相应，或者由于该作证究竟的离、离去、摧毁贪等，所以

称为〚尽(khaya§ )〛及〚离贪(virà ga§ )〛。 
由于该(涅盘)是无法了知生起，没有消灭，没有其它方

式来住立(停止)的，所以该无生、无老、无死称为〚不死

(amata§ )〛。 
以最上的涵义及无热恼384的涵义为〚殊胜(paõ ãta§ )〛。 
〚所证(yadajjhagà )〛－凡所证得、得到、获得的；即以

自己的智力而作证了(的涵义)。 
〚释迦牟尼(Sakyamunã)〛－(pg. 151)在释迦的家族出生

为〚释迦〛；具有牟尼〔寂静之德〕法为〚牟尼〛。只是释

迦的牟尼为〚释迦牟尼〛。 
〚定(samà hito)〛－即以圣道定的定心。 
〚无与该法等同者(na tena Dhammena sam'atthi ki¤ ci)〛

－即没有任何所生的法是可以与释迦牟尼所证得的称为尽等

法等同的；因此这也是在经典所说的：〚诸比库，无论是有

为或无为法，离贪被认为〔说〕是那些法385当中最上的386〛

如此等。 
当世尊如此说出了没有其他诸法可以与涅盘法等同后，

现在为了平息那些有情所生起的灾难，而使用依于尽、离

贪、不死、殊胜诸德的涅盘法宝是没有能与之相等的真实语

〔谛语〕(时说了)：〚这是法的殊胜宝，以此真实愿平安

(idam'pi Dhamm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384  缅甸版为：〚无热恼的〛；而锡兰版为：〚不少的〛，在此采用缅甸版比较

符合于此意。 
385  缅甸版没有〚法〛字。 
386  A.ii,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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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u)〛。当知该义只是(与)前偈所说的方式(相似)。这首偈

颂所命令的，也是在一兆个轮围界的非人所受持〔领受〕

的。 
 

(解释「最上佛(所赞)」﹙等﹚的偈颂) 
    (ß Yam Buddhaseññho parivaõ õ ayã suci§ ,  
    samà dhimà nantarika¤ ¤ amà hu, 
    samà dhinà  tena samo na vijjati,  
    idam'pi Dhamm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û  

最上佛所赞清浄，即是称为无间定， 
无与该定等同者，这是法的殊胜宝， 
以此真实愿平安。) 

如此(世尊)以涅盘法之德来说出真实(语)后，现在在开

始解说道法之德时(说了)：〚最上佛(yam Buddhaseññho)〛

(等)。 
此中，以〚(他)觉悟了真理〛等方式为【181】〚佛陀

(Buddha)〛；最高及值得赞叹为〚最上(seññho)〛。佛陀他

是最上的，为最上佛。或者在称为随觉、独觉、(声)闻觉387

当中是最上的，为最上佛。 
那位最上的佛陀所称赞(parivaõ õ ayã)的：〚只有八支(圣)

道是导至安稳涅盘的388〛；以及：〚诸比库，我将对你们开

示有缘〔依〕、有资助的圣正定389〛如此等方式，在各处(经

典)所称赞、所阐明的。 
〚清浄(suci§ )〛－从正断了烦恼垢而究竟的清净。 
〚即是称为无间定(samà dhimà nantarika¤ ¤ amà hu)〛－从

所得(圣)果的决定(性)自己等无间〔随即；马上〕所转起
                                                 
387  〚(声)闻觉〛，缅甸版有而锡兰版无此字。 
388 M.i,p.508. 
389 M.iii,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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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称为〚无间定〛；当道定已生起之时，是没有任何

障碍可以阻碍该(圣)果之生起的，如说：〚而且此人为了作

证预流果而修了行〔行了道〕，并且是劫应被燃烧之时，只

要此人未作证预流果之前，劫是不会燃烧的，此(pg. 152)人

称为〜住劫者〝。所有〔一切〕具备(圣)道的人都是住劫

者。390〛 
〚无与该定等同者(samà dhinà  tena samo na vijjati)〛－即

没有任何色界定或无色界定与最上的佛陀所称赞清净的无间

定是相等的。为什么呢？即使他们修习了(世间定)而投生在

梵天界(等)处，也是会再投生在地狱等处的；然而当修习了

此阿拉汉的(出世间)定，则此圣人将根绝了所有〔一切〕

(未 来)的 投 生 ， 因 此 在 经 典 上 说 ： 〚 诸 比 库 ， 无 论 是

【182】有为或无为法，……，八圣道支被认为〔说〕是他

们当中最上的391〛等。 
当世尊如此说出了没有其他诸定可以与无间定相等后，

现 在 只 以 前 面 的 方 式 ， 在 使 用 依 于 道 的 法 宝

(maggadhammaratana)是没有能与之相等的真实语〔谛语〕

(时说了)：〚这是法的(idampi Dhamme)〛(等)。当知该义

只是(与)前(偈)所说的方式(相似)。这首偈颂所命令的，也

是在一兆个轮围界的非人所受持〔领受〕的。 
 

(解释「(四双八)辈众」﹙等﹚的偈颂) 
     (ß Ye puggalà  aññha sata§  pasatthà ,  

cattà ri età ni yugà ni honti, 
te dakkhiõ eyyà  Sugatassa sà vakà , 
etesu dinnà ni mahapphalà ni, 
idam'pi Saï ghe ratana§  paõ ãta§ ,  

                                                 
390 Pug.p.13. 
391 A.ii,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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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û  
被寂静者所称赞，即是四双八辈众， 
善至弟子堪受供，布施他们得大果， 
这是僧的殊胜宝，以此真实愿平安。) 

如此(世尊)以道法之德来说出真实(语)后，现在在开始

解说(圣)僧团之德时(说了)：〚(四双八)辈众(ye puggalà )〛

(等)。 
此中，〚ye(凡诸-未译出)〛－为不定的指示(词)。 
〚辈众(puggalà 诸个人)〛－即诸有情。 
〚八(aññha)〛－为那些数目的区分；他们由四(种)已入

道〔已行道〕者及四(种)住立于(圣)果者，而成为八(类圣

者)。 
〚被寂静者所称赞(sata§  pasatthà )〛－即被佛陀、巴支

咖佛〔辟支佛〕、佛陀的弟子们，以及其他诸天与人的善人

所称赞的。为什么呢？与俱生的戒等诸德相应的缘故。他们

所 俱 生 的 戒 、 定 等 诸 德 ， 犹 如 素 馨 (campaka)、 瓦 库 拉

(vakula)花等俱生有颜色、香气等一般；而且他们受寂静者

所喜爱、欢喜、称赞，犹如具备颜色、香气等的花受诸天与

人们(所喜爱、欢喜、称赞)一般，因此说：〚被寂静者所称

赞，(即是四双)八辈众〛。 
(另一种解释方式为：)或者，〚ye(凡诸-未译出)〛－为

不定的指示(词)。 
〚辈众(puggalà -诸个人)〛－即诸有情。 
〚一百零八(aññhasata§ )〛－为那些数目的区分；在他们

当中，在索答般那〔预流；须陀洹〕有三种：一种、家家及

极多七次392。在萨咖达嘎弥〔一来；斯陀含〕由在欲界、色

界、无色界证得(pg. 153)(圣)果而有三种。他们这一切由四
                                                 
392 A.i,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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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行道393而成二十四种。在阿那嘎弥〔不还；阿那含〕当中

，在无烦天有五种：中般涅盘、生般涅盘、有行般涅盘、无

行般涅盘及上流至色究竟〔(akaniññhagà mã)阿咖尼塔行〕394

；在无热天、善现天、【183】善见天也是同样地(有中般涅

盘等五种)；在色究竟〔(akaniññha)阿咖尼塔〕则没有上流至

，(所以只有)四种，(所以在不还〔阿那含〕一共)有二十四

种。阿拉汉有两种：纯观行者及止行者。(加上)处在四(圣)

道者(的四种，一共有)五十四种。而这些一切由信前导者及

慧前导者(各有)两种，(所以一共有)一百零八种395。其余的

只是所说的方式。 
〚即是四双(cattà ri età ni yugà ni honti)〛－即他们一切以

详细的(方式)指出八或一百零八种个人，而以简略(的方式

则可归类)为住立于索答般提〔预流〕道(及)住立于(索答般

那〔预流〕)果为一双，如此乃至住立于阿拉汉道(及)住立

于(阿拉汉)果为一双，(如此总共)有四双。 
〚堪受供(te dakkhiõ eyyà )〛：此中，〚te(他们-未译出)

〛－即是决定的指示词用来(指出)前面的不定指示(词)(ye)
的。凡以详细的(方式)指出八或一百零八种个人，而以简略

(的方式则归类)而说为四双，他们一切都值得(受)供养的，

为〚堪受供(dakkhiõ eyyà )〛。供养是指相信业及业的果报，

在布施时以不期待(回报的心，拿着)所施物(说)：〚我把这

(可施物；财物)将用来当医疗或走使传讯〔(jaï ghapesanika)
                                                 
393 四种行道，即：苦行道迟通达，苦行道速通达，乐行道迟通达及乐行道速通

达。(D.iii,p.228.) 
394 D.iii,p.237. 
395  即：索答般那〔预流；须陀洹〕果有一种等三种，再乘以苦行道迟通达等四

种，共有十二种；萨咖达嘎弥〔一来；斯陀含〕果由在欲界等证得(圣)果而

有三种，再乘以苦行道迟通达等四种，共有十二种；阿那嘎弥〔不还；阿那

含〕果如上所述的有二十四种；阿拉汉果有如上所述的两种，共有五十种，

再加预流道等四圣道，共有五十四种，再乘以信前导者及慧前导者的两种，

一共为一百零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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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走使；做差事〕之用〛如此等。有相应戒等德的人们值

得(受)该(供养)，以及与这些如此(情况)的，因此称为〚堪

受供(te dakkhiõ eyyà -他们396可受供养)〛。 
〚善至弟子(Sugatassa sà vakà )〛：由于世尊相应于严净

地前往，及到达了严净处，及善的到达，以及只是善的说出

为〚善至〛，而该善至的(Sugatassa)。他们一切听闻(那位善

至)的话语为〚弟子(sà vaka-声闻)〛。即使其他人也有想要

听闻的，但(他们)在听闻后并没有做应做(依法奉行)的工作

，而这些(圣弟子)则在听闻后，做了法随法行〔依法奉行〕

的应做工作而证得了诸道果，因此称为〚弟子(sà vaka-声闻)

〛。 
〚布施他们得大果(etesu dinnà ni mahapphalà ni)〛－即使

才对这些善至的弟子们做了少许的布施，由于接受者(清净)

成为清净的布施，而有大的果(报)。因此在(上面所引的)下

一经也说到：〚诸比库，【184】如来的弟子僧无论是僧团

或(两、三位比库)众，他们被认为〔说〕是最上的。即是：

四双、八辈众，这就是世尊的弟子僧团。……，有最上的果

报397〛等。 
当世尊(pg. 154)如此说出了所有〔一切〕处在(圣)道(与

圣)果的僧宝之德后，现在只依于该德而使用真实语〔谛语

〕(时说了)：〚这是僧的(idam pi Saï ghe)〛(等)。当知该义

只是(与)前(偈)所说的方式(相似)。这首偈颂所命令的，也

是在一兆个轮围界的非人所受持〔领受〕的。 
 
(解释「(以坚固心)善从事」﹙等﹚的偈颂) 
     (ß Ye suppayuttà  manasà  daëhena,  

nikkà mino Gotamasà sanamhi, 
                                                 
396 锡兰版没有〚他们(te)〛字。 
397 A.ii,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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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pattipattà  amata§  vigayha,  
laddhà  mudhà  nibbuti§  bhu¤ jamà nà , 
idam'pi Saï gh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û  
以坚固心善从事，离欲苟答马之教， 
彼得利得入不死，免费获得享寂灭， 
这是僧的殊胜宝，以此真实愿平安。) 

如此(世尊)以处在(圣)道(与圣)果的僧德来说出真实

(语)后，现在在开始解说享受果定之乐的有些漏尽之人的

(圣)德时(说了)：〚善从事(ye suppayuttà )〛(等)。 
此中，〚ye(凡诸-未译出)〛－为不定的指示(词)。 
〚善从事(suppayuttà )〛－善的从事；即舍断各种邪求，

依 于 清 净 的 活 命 使 自 己 开 始 致 力 于 ( 修 习 ) 维 巴 萨 那

(vipassanà -观禅)之意。或者〚善从事(suppayuttà )〛为以具

有清净的身、语加行〔方法；前方便〕，以此来显示他们的

戒蕴。 
〚以坚固心(manasà  daëhena)〛－以坚固的心；即以强固

定相应的心之意，以此来显示他们的定蕴。 
〚离欲(nikkà mino)〛－即不顾〔不关心〕身体与生命，

以坚忍慧与精进来出离一切烦恼，以此来显示他们具有精进

的慧蕴。 
〚苟答马之教(Gotamasà sanamhi)〛－即只是姓苟答马如

来的教(法)；以此来显示从此以外的(教法)由于没有善从事

等德(以及)没有出离诸烦恼来热忱从事(于达到)各种不死

(的涅盘)。 
〚彼(te 他们)〛－即是(以决定的)指示词用来指出前面

的(不定指示词﹙ye﹚的)。 
〚(已)得利得(pattipattà )〛－在此，当得的为〚利得

(patti)〛；〚当得的〛是指能得的阿拉汉，在获得了之后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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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究竟的【185】诸轭398安隐者，这即是阿拉汉果的同义

词。已获得该利得为〚(已)得利得〛。 
〚不死(amata§ )〛－即涅盘。 
〚入(vigayha)〛－即由所缘而进入。 
〚获得(laddhà )〛－即获得了。 
〚免费(mudhà )〛－不用花费〔无偿〕；即使很少的钱

也不用花费。 
〚寂灭(nibbuti§ )〛－即止息了烦恼不安的果定。 
〚享(bhu¤ jamà nà )〛－即(正在)体验。 
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凡在这苟答马的教(法)以善从

事而戒具足，以坚固心而定具足，以离欲而慧具足，他们以

此正行道而进入了不死(的涅盘)，获得了已得的利得，免费

〔无偿〕体验〔享受〕称为果定的寂灭。 
当世尊(pg. 155)如此说出了漏尽之人体验〔享受〕果定

之乐的僧宝之德后，现在只依于该德而使用真实语〔谛语〕

(时说了)：〚这是僧的(idam pi Saï ghe)〛(等)。当知该义只

是(与)前(偈)所说的方式(相似)。这首偈颂所命令的，也是

在一兆个轮围界的非人所受持〔领受〕的。 
 
(解释「犹如帝柱(依地立)」﹙等﹚的偈颂) 

   (ß Yath'indakhãlo pañhavi§  sito siyà ,  
catubbhi và tebhi asampakampiyo, 
tathå pama§  sappurisa§  vadà mi,  
yo ariyasaccà ni avecca passati, 
idam'pi Saï gh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û  
犹如帝柱依地立，四面来风不动摇； 
我说如此善男子，确实照见诸圣谛， 

                                                 
398 诸轭，即：欲、有、见、无明四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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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僧的殊胜宝，以此真实愿平安。) 
如此(世尊)以诸漏尽之人的(圣)德用在僧团一词来说出

真实(语)后，现在在开始解说大众所现见的索答般那〔预

流；须陀洹〕之德时(说了)：〚犹如帝柱(yath'indakhãlo)〛

(等)。 
此中，〚犹如(yathà )〛－为譬喻之词。 
〚帝柱(indakhãlo)〛－为了固定城门，在门口之间挖了

八或十肘尺的(洞)，并将(实心木所做的柱子)打入地上；这

即是实心木所做的柱子之同义词。 
〚地(pañhavi§ )〛－即大地。 
〚依(sito)〛－即插入(其)中而固定〔依附〕着。 
〚siyà (有；可能有-未译出)〛－即可能有。 
〚四面来风(catubbhi và tebhi)〛－即从四方来的风。 
〚不动摇(asampakampiyo)〛－即不可能动摇或摇动。 
〚如此(tathå pama§ )〛－即如此种类。 
〚善男子(sappurisa§ )〛－即最上的男子。 
〚我说(vadà mi)〛－即我宣说。 
〚决定照见诸圣谛(yo ariyasaccà ni avecca passati)〛－即

凡以慧潜入后而照见四圣谛者。此中，四圣谛(的涵义)当知

即是(与)在〘清净道论〙〔〘问童子文〙399〕所说的方法(相

同)。 
在此简略的涵义如下：犹如【186】帝柱〔门柱〕的基

部深埋在地面，不被四(方吹来)的风所动摇一般；我说这位

善男子也是如此，决定照见诸圣谛。为什么呢？犹如帝柱

〔门柱〕(不被)四(方吹来)的风所动摇一般；他由于照见了

(诸圣谛)，不可能被任何一切外道论的风所动摇或摇动。因

此在经中也提到：〚诸比库，犹如铁柱或帝柱〔门柱〕善深

埋其基部，则不动摇、不摇动。假如东方有强风、大雨来，
                                                 
399 缅甸版为：〚〘问童子文〙〛。 



                                              宝经注 

 207 

既不会震动、动摇，也不会摇动的；假如西(方有强风、大

雨来，既不会震动、动摇，也不会摇动的；假如)南(方有强

风、大雨来，既不会震动、动摇，也不会摇动的；假如)北

(方有强风、大雨来，既不会震动、动摇，)也不会摇动的。

那是什么原因呢？诸比库，帝柱〔门柱〕的基部(pg. 156)善

深埋的缘故。同样地，诸比库，假如有诸沙门、婆罗门对

〜这是苦〝(如实了知；对〜这是苦集〝如实了知，对〜这

是苦灭〝如实了知，对〜这是导至苦灭的)道〝如实了知，

则不会在看了其他(教法的)沙门、婆罗门的脸后(期待)：

〜这位尊者是知了所知的(圣法)，见了所见的(圣法)。〝那

是什么原因呢？诸比库，已经善照见四圣谛的缘故。400〛 
当世尊如此说出了大众所现见索答般那〔预流；须陀

洹〕的僧宝之德后，现在只依于该德而使用真实语〔谛语〕

(时说了)：〚这是僧的(idam pi Saï ghe)〛(等)。当知该义只

是(与)前(偈)所说的方式(相似)。这首偈颂所命令的，也是

在一兆个轮围界的非人所受持〔领受〕的。 
 
(解释「凡(明了)诸圣谛者」﹙等﹚的偈颂) 

(ß Ye ariyasaccà ni vibhà vayanti,  
gambhãrapa¤ ¤ ena sudesità ni, 
ki¤ cà pi te honti bhusappamattà ,  
na te bhava§  aññhama§  à diyanti, 
idam'pi Saï gh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û  
凡明了诸圣谛者，乃深慧者所善说， 
即使他们极放逸，也不受取第八有， 
这是僧的殊胜宝，以此真实愿平安。) 

如此(世尊)以无差别的索答般那〔预流；须陀洹〕之德
                                                 
400 S.v,p.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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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僧团一词来说出真实(语)后，有：一种、家家(及)最多

七次(有〔生命体〕)的三(种)索答般那〔预流；须陀洹〕，

如说：〚在此有一种人，辫尽了三结而成为预流者，(不堕

恶趣，决定趣向究竟正觉，)他只投生一次有〔生命体；在

此是指天或人〕之后，即作苦的尽头〔苦边〕，这是一种

者。同样地，(在此有一种人，辫尽了三结而成为预流者，

不 堕 恶 趣 ， 决 定 趣 向 究 竟 正 觉 ，)他 轮 回 流 转 二 或 三 家

【187】之后，即作苦的尽头〔苦边〕，这是家家者。同样

地，(在此有一种人，辫尽了三结而成为预流者，不堕恶

趣，决定趣向究竟正觉，)他在诸天与人间轮回流转七次之

后，即作苦的尽头〔苦边〕，这是最多七次者。401〛而现在

在开始解说他们(三种当中)一切最下品的最多七次者之德时

(说了)：〚凡诸圣谛者(ye ariyasaccà ni)〛(等)。 
此中，〚凡诸圣谛者(ye ariyasaccà ni)〛－此为(如前)所

说的方式。 
〚明了(vibhà vayanti)〛－以(智)慧之光破除了障蔽真理

的烦恼黑暗，使自己光芒〔有光辉〕、明白。 
〚乃深慧者(gambhãrapa¤ ¤ ena)〛－以不可量慧住立于含

有诸天的世间智所不可得的慧；即称为一切知(智)。 
〚 所 善 说 (sudesità ni) 〛 － 即 以 组 合 〔 合 〕 、 分 解

〔开〕、整体〔总〕、部分〔别〕等种种方式的善开示。 
〚 即 使 他 们 (pg. 157) 极 放 逸 (ki¤ cà pi te honti 

bhusappamattà )〛－他们(那些)明了了圣谛之人，即使来(投

生)在天王(或)转轮王等放逸处而极为放逸，如此以预流道

智除了行作识(abhisaï khà ravi¤ ¤ à õ a)灭外，他们在无始的(生

死)轮回中可能生起七有〔生命体〕即止息、消失，而〚不

受取第八有(na aññhama§  bhava§  à diyanti)〛，只在第七有

〔生命体〕致力于维巴萨那〔观〕后即证得阿拉汉。 
                                                 
401 A.i,p.233; Pug.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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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尊如此说出了最多七次(有〔生命体〕)的僧宝之德

后，现在只依于该德而使用真实语〔谛语〕(时说了)：〚这

是僧的(idam pi Saï ghe)〛(等)。当知该义只是(与)前(偈)所

说的方式(相似)。这首偈颂所命令的，也是在一兆个轮围界

的非人所受持〔领受〕的。 
 
(解释「就在(见具足)同时」﹙等﹚的偈颂) 
     (ß Sahà 'v'assa dassanasampadà ya, 

 tay'assu dhammà  jahità  bhavanti, 
sakkà yadiññhi vicikicchita¤ ca,  
sãlabbata§  và pi yadatthi ki¤ ci, 
catå h'apà yehi ca vippamutto,  
cha cà bhiñhà nà ni abhabbo kà tu§ , 
idam'pi Saï gh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à  suvatthi hotu.û  
在他具见足同时，已经断除三种法： 
有身见以及怀疑，或有任何戒禁取； 
已经解脱四恶趣，不可能造六重罪， 
这是僧的殊胜宝，以此真实愿平安。) 

如此(世尊)以最多七次(有〔生命体〕)而不受取第八有

〔生命体〕者之德用在僧团一词来说出真实(语)后，现在在

开始解说即使他受取七有〔生命体〕，与其他未舍断(未来

有〔生命体〕)而受取有〔生命体〕之人们的殊胜〔差别〕

之德时(说了)：〚在同时(sahà 'v'assa)〛(等)。【188】 
此中，〚同时(sahà 'v'a)〛－只是一起。 
〚他(assa 他的)〛－即在〚不受取第八有〛所说的其中

之一(种预流圣者)。 
〚见具足(dassanasampadà ya)〛－证得预流道；即在预

流道见了涅盘后，所应做的工作已经具足了，由于一切最初

见了涅盘，所以称为〚见〛。他使自已显现为见具足；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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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见具足的同时。 
〚已经断除三种法(tay'assu dhammà  jahità  bhavanti)〛：

此中，〚su〔assu〕(未译出)〛－是为了填满句子的不变

词，犹如在：〚沙利子(Sà riputta 舍利弗)，这是我的大污物

〔不净〕食(ida§  su me, sà riputta, mahà vikañabhojanasmi§  
hoti)402〛等的(su)一般。此是这里的涵义：由于在见具足的

同时，即断除、舍断了三法。 
现在为了显示所舍断的(三)法，所以(世尊)说了：〚有

身见以及怀疑，或有任何戒禁取(sakkà yadiññhi vicikicchita¤ ca, 
sãlabbata§  và pi yadatthi ki¤ ci)〛。 

此中，认为有身体的存在，而把称为五取蕴视为身的二

十种事之见，为有身见。或者在此403有身的见，为有身见；

即是有如所说的种类之身的存在之见的涵义。或者即使只是

有身的见，为有身见(sakkà yadiññhi)；即是有如所说的种类之

身的存在(pg. 158)，而如此转起〚所谓的色等为自我〛之见

的涵义。而该(有身见)舍断了，则一切所抱持的(邪)见也就

断除了，因为那是它们的根。 
止 息 一 切 烦 恼 病 的 慧 ， 称 为 〚 治 疗 欲 求

(cikicchita§ )〛；离去该治疗欲求的慧；或者从此离去治疗

欲求的这个慧，(称为)〚怀疑(vicikicchita§ )〛；对于〚怀疑

导师〔在此是指佛陀〕404〛等方式所说的八事而起疑惑为这
                                                 
402 M.i,p.79. 
403 锡兰版没有〚在此(tattha)〛字。 
404 〚在此有哪些怀疑呢？即：疑、怀疑导师，疑、怀疑法，疑、怀疑僧，疑、

怀疑学，疑、怀疑前际〔过去〕，疑、怀疑后际〔未来〕，疑、怀疑前后际

〔过去及未来〕，疑、怀疑在缘起法的此缘性。(Tattha katamà  vicikicchà ? 
Satthari kaï khati vicikicchati, dhamme kaï khati vicikicchati, saï ghe kaï khati 
vicikicchati, sikkhà ya kaï khati vicikicchati, pubbante kaï khati vicikicchati, 
aparante kaï khati vicikicchati, pubbantà parante kaï khati vicikicchati, 
idappaccayatà  pañiccasamuppannesu dhammesu kaï khati vicikicchati.) 〛 。

(Dhs.p.183, 1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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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所说怀疑)的同义词。而该(怀疑)舍断了，则一切怀疑也

就断除了，因为那是它们的根。 
在〚从此(佛教)以外(教法)的沙【189】门、婆罗门由

戒而清净，由禁取而清净405〛，如此等而来的牛戒、狗戒等

戒，牛禁取、狗禁取等禁取，称为〚戒禁取(sãlabbata§ )〛。

而该(戒禁取)舍断了，则一切裸体、光头等不死的苦行也就

断除了，因为那是它的根。 
由此所说的在所有〔一切〕的(那三种到)结尾406，为

〚有任何(yadatthi ki¤ ci)〛。而且当知此中由具足了见苦(谛)

而(舍断了)有身见；由具足了见集(谛)而(舍断了)怀疑；由

具足了见道(谛及)见涅盘〔灭谛〕而舍断了戒禁取。 
 
(解释「(已经解脱)四恶趣」﹙等﹚的偈颂) 

如此(世尊)显示了舍断烦恼轮转后，现在在阐明舍断了

该烦恼轮转而当有的果报〔异熟〕轮转所舍断的时说了：

〚已经解脱四恶趣(catå hapà yehi ca vippamutto)〛。 
此中，四恶趣是指地狱、畜生、饿鬼界及阿苏罗(aså ra

阿修罗)身。即使他受取七有〔生命体〕，也即解脱(而不再

投生在那四恶趣)之意。 
如此(世尊)显示了舍断果报〔异熟〕轮转后，现在在显

示舍断该果报〔异熟〕轮转根本的业轮转时说了：〚不可能

造六重罪(cha cà bhiñhà nà ni abhabbo kà tu§ )〛。 
此中，〚重罪(abhiñhà nà ni)〛－为粗重处，即不可能造

的那六(事)。而且当知那些即是：〚诸比库，这是不可能

〔无处〕、不会发生〔无容；无余地〕的，凡见具足的人可

能杀害母亲的生命407〛等方式，在(〘增支部〙)〖一法集〗

所说的杀母、杀父、杀阿拉汉、出如来血、分裂僧团(及)指
                                                 
405 Mnid.pp.88~9. 
406 即上面所提的有身见等那三种为所有的根因。 
407 A.i,p.27; M.iii,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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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佛陀以外)其他人为其导师的业。对于见具足的圣弟子，

即使蚂蚁的生命也不会去杀害，而这(pg. 159)乃是为了呵责

凡夫的状态而说的。对于见未具足的凡夫，即使如此的大罪

过、重罪也(可能去)造作的，而见具足(的圣者)就不可能去

造作那些(重罪)了。而这里取不可能是为了显示即使在有

〔生命体〕之中也不会去造作的；在有〔生命体〕之中，即

使不知道自己是圣弟子的状态，由于法性的关系，对这六

(种)或者通常的【190】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等

五 怨 ， 以 及 指 出 (佛 陀 以 外)其 他 人 为 其 导 师 的 六 重 罪

〔 处 〕 ， 是 不 会 造 作 的 。 关 于 此 (字 )， 有 些 人 (把 cha 
cà bhiñhà nà ni)诵成〚(cha chà bhiñhà nà ni)〛。在此也可以用圣

弟子的村童拿取死鱼等(的故事)来做说明。 
当世尊如此说出了即使受取最多七有〔生命体〕的圣弟

子与其他未舍断(烦恼的凡夫)而受取有〔生命体〕之人(比

较之下)的殊胜〔差别〕之德的僧宝之德后，现在只依于该

德而使用真实语〔谛语〕(时说了)：〚这是僧的(idam pi 
Saï ghe)〛(等)。当知该义只是(与)前(偈)所说的方式(相

似)。这首偈颂所命令的，也是在一兆个轮围界的非人所受

持〔领受〕的。 
 
(解释「即使他(造)某(恶业)」﹙等﹚的偈颂) 

  (ß Ki¤ cà pi so kamma§  karoti pà paka§ ,  
kà yena và cà  uda cetasà  và , 
abhabbo so tassa pañicchà dà ya,  
abhabbatà  diññhapadassa vuttà , 
idam'pi Saï gh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û  
即使他造某恶业，经由身、语或者意， 
他不可能隐瞒它，谓见道者不可能， 
这是僧的殊胜宝，以此真实愿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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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世尊)以即使在受取七有〔生命体〕与其他未舍断

(烦恼的凡夫)而受取有〔生命体〕之人(比较之下)的殊胜

〔差别〕之德用在僧团一词来说出真实(语)后，现在在开始

解说见具足者不只不可能造作六重罪，即使住于放逸者，对

于所造的恶业，即使微小，也不可能隐瞒之见具足者没有隐

瞒 所 做 之 德 时 ( 说 了 ) ： 〚 即 使 他 造 某 恶 业 (ki¤ cà pi so 
kamma§  karoti pà paka§ )〛(等)。 

其义如下：(圣弟子)除了(不会)故意违犯关于世尊(所

制定)的世间罪，(以及世尊)所说的：〚凡我为弟子们所制

定的学处，我的弟子们纵使为了生命的因缘也不会违犯该

(学处)的408〛之外，该见具足者以住于放逸而忘失正念，来

违犯其它佛陀所呵责的建造小房(过尺量及未经僧团指示)、

(与未受具足戒者)同宿(超过三夜及与女人同宿)等称为制

〔佛陀所制定之〕罪的由〚身(kà yena)〛所造的恶业；或以

(违犯与未受具戒者)同句(教诵)法，(为女人)说法超过五、

六语，(说)杂秽〔绮〕、粗恶语等由【191】〚语(và cà ya)〛

(所造的恶业)；〚或者(uda và )〛以在某处生起贪、瞋(等

心)，(以心同意)接受金银(钱)等，受用衣〔袈裟〕等未经

省察等由〚意(cetasà )〛所造的恶业。 
〚 他 不 可 能 (pg. 160) 隐 瞒 它 (abhabbo so tassa 

pañicchà dà ya)〛－当他知道该〚这是不允许的(akappiya§ )、

(这是)不应做的(akaraõ ãya§ )〛(而已经违犯了之时)，即使

片刻〔须臾〕顷他也不会隐瞒的，只会在该刹那对导师、有

智者或同梵行者发露后，以：〚我将(来)不会再违犯〔造

作〕了〛而如法忏悔，并如此应当守护或防护着。为什么

呢？由于〚谓见道者不可能(做的)(abhabbatà  diññhapadassa 
vuttà )〛──即使造作了如此的恶业，称为见了涅盘道的见

具足之人是不可能去隐瞒的之意。是如何呢？〚诸比库，犹
                                                 
408 A.iv,p.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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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年少、幼稚仰卧的孩童，当伸其手或脚接近火炭的时候，

即迅速地缩回；同样地，诸比库，这见具足之人的法性，即

使犯了如此之罪，在知道如此是有罪时，即会出罪。他会迅

速地向导师、有智者或同梵行者忏悔、发露、阐明之。在忏

悔、发露、阐明后，即于未来摄护(不)犯。409〛 
当世尊如此说出了即使见具足者住于放逸也没有隐瞒所

做之德的僧宝之德后，现在只依于该德而使用真实语〔谛

语〕(时说了)：〚这是僧的(idam pi Saï ghe)〛(等)。当知该

义只是(与)前(偈)所说的方式(相似)。这首偈颂所命令的，

也是在一兆个轮围界的非人所受持〔领受〕的。 
 
(解释「(花开)森林树丛(上)」﹙等﹚的偈颂) 
     (ß Vanappagumbe yathà  phussitagge,  

gimhà namà se pañhamasmi§  gimhe, 
tathå pama§  Dhammavara§  adesayã,  
nibbà nagà mi§  parama§  hità ya, 
idam'pi Buddh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û  
犹如热季第一月，花开森林树丛上； 
譬喻所说最胜法，导至涅槃最上益， 
这是佛的殊胜宝，以此真实愿平安。) 

如此(世尊)以属于僧团之人的各种之德用在僧团一词来

说出真实(语)后，现在世尊在此以简略(的方式)以及在他处

以详细(的方式)对开示的教理之法来阐明三宝之德，在开始

解说只依于该德而再度用在佛陀一词来说出真实(语)时(说

了)：〚犹如(热季第一月)，花开森林树丛上(vanappagumbe 
yathà  phussitagge)〛(等)。 

此中，诸树靠近而有界定的长在一起之组【192】合为
                                                 
409 M.i,p.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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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vana)〛；由(树)根、心木、边木、树皮、树枝、树

叶所长成的林丛为〚树丛(pagumba)〛。森林〔在森林〕的

树丛为〚森林的树丛(vanappagumbo)〛；而此说成〚森林树

丛(vanappagumbe)〛。如此(的用法)犹如在：〚有有寻有伺

(pg. 161)，(也)有无寻而只有伺(atthi savitakkasavicà re atthi 
avitakkavicà ramatte)410〛，(及)〚乐、苦、命(sukhe dukkhe 
jãve)411〛所说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犹如(yathà )〛－为譬喻词。 
在(树)顶上有诸花盛开为〚花开上(phussitaggo)〛，即

是在所有〔一切〕的树枝、细枝都开〔生〕(满)了花的意

思 ； 而 只 在 前 面 所 说 的 该 方 式 称 为 〚 花 开 上

(phussitagge)〛。 
〚热季第一月(gimhà namà se pañhamasmi§  gimhe)〛－凡

热季的四个月，就在那热季四个中的一个月。那是哪个月

呢？即在〚第一月(pañhamasmi§  gimhe 初暑)〛，也就是吉

达拉月(citramà sa)412的意思。它也称为〚初暑〛及〚新春

(bà lavasanta)〛。从此之后的句义是明显(易懂)的。 
以下是这里的要义〔聚义；略义；简义〕：犹如初暑的

新春，在各种树(所长成)的森林，(无论)树枝、小树、小树

丛、丛林的顶上都开满了花，极为茂盛；同样地，以蕴、处

等，以(四)念处、(四)正勤等，(以及)以戒(蕴)、定蕴等各

种涵义所(开)成的花极为茂盛，如此譬喻(tathå pama§ )是在

阐 明 导 至 涅 盘 之 道 。 (世 尊 )所 说 (adesayi)的 导 至 涅 盘

(nibbà nagà mi§ )之教理最胜法(dhammavara§ )，(他开示佛法)

既不是为了利养的缘故，也不是为了恭敬的缘故，而仅是以

大悲所迫使的心，为了诸有情的最上益(parama§  hità ya 最上
                                                 
410 Kv.p.413. 
411  D.i,p.56; M.i,p.517.〚乐、苦、命〛－这是外道帕库达咖恰雅那(Pakudha-

Kaccà yana)的邪见。 
412 吉达拉月(citramà sa)为热季的第一个月，约阳历的四月至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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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而此中〚最上益(parama§  hità ya-最上的利益)〛的

鼻音(§ )，是为了使句子容易结合(才如此拼的)；其涵义

为：所说的涅槃最上益。 
当世尊如此说出了此犹如森林树丛上花盛开一般的教理

之法后，现在只依于该佛陀一词来使用真实语〔谛语〕(时

说了)：〚这是佛的(idam pi buddhe)〛(等)。当知该义只是

(与)前(偈)所说的方式(相似)，只是应当如此结合：这是

(idam pi)如所说的【193】方式称为教理之法为佛的殊胜宝

(Buddhe ratana§  paõ ãta§ )。这首偈颂所命令的，也是在一兆

个轮围界的非人所受持〔领受〕的。 
 
(解释「最胜，知、与、持最胜」﹙等﹚的偈颂) 
     (ß Varo vara¤ ¤ å  varado varà haro,  

anuttaro Dhammavara§  adesayã, 
idam'pi Buddh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û  
最胜，知、与、持最胜，无上者说最胜法， 
这是佛的殊胜宝，以此真实愿平安。) 

如此世尊以教理之法用在佛陀一词来说出真实(语)后，

现在在开始以出世间法来说出(真实语时说了)：〚最胜，知

最胜(varo vara¤ ¤ å )〛(等)。 
此中，〚最胜(varo)〛－为以殊胜的胜解〔志向〕而想

要：〚哇，希望我们也能这样！〛或者与最胜之德相应为

〚最胜〛；即最上、最殊胜的涵义。 
〚知最胜(vara¤ ¤ å )〛(pg. 162)－即知道涅盘；由于涅盘

为一切法的最上义，所以是最上的，那(涅盘)是(佛陀)自己

在菩提(树)下通达后了知的。 
〚与最胜(varado)〛－即(佛陀)给与了五(比库)众、贤

善众、结发外道，以及其他诸天与人类抉择〔洞察〕分、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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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分413的最胜法之意。 
〚持最胜(varà haro)〛－带来了最胜的道，称为〚持最

胜〛。世尊他从燃灯(佛)以来，圆满了总共三十巴拉密，带

来了过去〔先前〕诸正自觉者所行〔跟随〕的最上古道，因

此称为〚带来〔持〕最胜〛。 
再者，由获得了一切知智而〚最胜〛；由作证〔证知〕

了涅盘而〚知最胜〛；由给与了诸有情解脱之乐为〚与最

胜〛；由带来了最上的行道〔道－即八圣道〕为〚带来最

胜〛。 
由于这些出世间诸德，没有更上〔增上〕之德，所以

(称为)〚无上(anuttaro)〛。 
另一种方法为：由圆满了决意的寂止为〚最胜〛；由圆

满了决意的慧为〚知最胜〛；由圆满了决意的施舍为〚与最

胜〛；由圆满了决意的真谛(sacca-谛；真理)为〚带来最

胜〛，带来了最上的道谛。 
同样地，以福的堆聚为〚最胜〛；以慧的堆聚为〚知最

胜〛；以给与诸希求成佛者的成就方法为〚与最胜〛；以带

来诸希求成为 巴支咖佛〔辟支佛〕 者的方法为〚带来最

胜〛；以在各处没有相等〔相似〕性，或以自己没有老师而

成为其他人的导师为〚无上(anuttaro)〛。 
〚说最胜法(Dhammavara§  adesayã)〛－即为希求成为弟

子〔声闻〕者开示相应于善说性等德的最胜法。其余的只

(与)所说的方式(相似)。 
当世尊如此说出了自己的九种出世间法414之德后，现在

【194】只依于该德用在佛陀一词上来使用真实语〔谛语〕

(时说了)：〚这是佛的(idam pi buddhe)〛(等)。当知该义只
                                                 
413〚熏习分(và sanà bhà giya)的经是指－布施论、(持)戒论、(行善生)天界论、诸

欲的过患(及)出离的利益(的经)〛。〚抉择分(nibbedhabhà giya)的经是指－

(直接)阐明四(圣)谛(的经)〛。(Netti.p.49.) 
414 九种出世间法为：四道、四果与涅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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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前(偈)所说的方式(相似)，只是应当如此结合：最上

的出世间法是他所了知、给与、带来及宣说的，这是佛的殊

胜宝(idam'pi Buddhe ratana§  paõ ãta§ )。这首偈颂所命令

的，也是在一兆个轮围界的非人所受持〔领受〕的。 
 
(解释「(旧的)已尽(不生新)」﹙等﹚的偈颂) 
     (ß Khãõ a§  purà õ a§  nava§  n'atthi sambhava§ ,  

Virattacittà  à yatike bhavasmi§ , 
te khãõ abãjà  aviruëhicchandà ,  
nibbanti dhãrà  yathà 'ya§  padãpo, 
idam'pi Saï ghe ratana§  paõ ãta§ ,  
etena saccena suvatthi hotu.û  
旧的已尽不生新，在未来有心离贪， 
种子已尽不增欲，坚者寂灭如这灯， 
这是僧的殊胜宝，以此真实愿平安。) 

如此世尊依于教理之法及九出世间法的两首偈颂用在佛

陀一词来说出真实(语)后，现在在开始以凡听闻了该教理之

法，依听闻的而随行(pg. 163)，并在行道后证得了九种出世

间法，依于他们到达无余依涅盘之德再度用在僧团一词来说

出真实(语时说了)：〚旧的已尽(khãõ a§  purà õ a§ )〛(等)。 
此中，〚已尽(khãõ a§ )〛－即已正断了。 
〚旧的(purà õ a§ )〛－即以前的。 
〚新(nava§ )〛－即现在转起的。 
〚不生(n'atthi sambhava§ )〛－即显现不存在〔没有显

现〕的。 
〚心离贪(virattacittà )〛－即离贪的心。 
〚在未来有(à yatike bhavasmi§ )〛－即在未来世的再有

〔生命体〕。 
〚te(他们-未译出)〛－即那些旧的已尽没有新的，以及

对未来有心已离贪的漏尽比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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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已尽(khãõ abãjà )〛－即已经断尽的种子。 
〚不增欲(aviruëhicchandà )〛－即无增长的欲。 
〚寂灭(nibbanti)〛－即熄灭。 
〚坚者(dhãrà )〛－即诸具足坚固者。 
〚如这灯(yathà 'ya§  padãpo)〛－即犹如这盏灯一般。 
所说的是什么(涵义)呢？即使过去之时旧的业生起了之

后已经消灭，诸有情由于未舍断情爱而可能带来(未来的)结

生，所以未尽；该旧业当以阿拉汉道而枯竭了情爱，则犹如

被火所烧过的种子一般，未来不可能给与果报〔异熟〕而竭

尽了。凡(诸阿拉汉)他们在现在由供养〔礼敬〕佛陀等所转

起的业，称为〚新的(nava§ )〛。而舍断了渴爱，犹如断了

(树)根的花一般，未来不可能结成〔给与〕果实，而不生

(再有〔生命体〕)；而且凡舍断了渴爱在未来有〔生命体〕

即已离了贪的心。那些漏尽的诸比库【195】在此即如在：

〚业是田，识是种415〛所说的，以业的灭尽，由于结生识灭

尽，所以种子也就灭尽了。即使在先前有增长称为再有的

欲，但由于其(苦之)集已经舍断，由(他)在先前的舍断性，

犹如在死亡之时不生成而不增长欲；具足坚固的诸坚固者由

最后识的灭，犹如这盏灯一般，熄灭而如此寂灭，即如〚由

色或无色〛如此等，(他们已)经过了(任何)表示的模式〔表

道(身体动作或语词所表达的模式，使他人得以了知)〕。据

说在那时为了供养城里的诸天神，点了(很多)灯，而(其中)

一 盏 灯 熄 灭 了 ， 为 了 显 示 那 ( 件 事 ) 而 说 ： 〚 如 这 灯

(yathà 'ya§  padãpo-犹如这盏灯一般)〛。 
当世尊如此以前面两首偈颂所说的听闻了该教理之法，

在说出了由听闻而随行，并在行道后证得了九种出世间法的

那些得达无余依涅盘之德后，现在只依于该德用在僧团一词

上来使用真实语〔谛语〕以完成(其)开示(时说了)：〚这是
                                                 
415 A.i,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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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的(idam pi Saï ghe)〛(等)。当知该义(pg. 164)只是(与)前

(偈)所说的方式(相似)，只是应当如此结合：这是如(前)所

说 称 为 诸 漏 尽 比 库 的 涅 盘 为 僧 的 殊 胜 宝(Saï ghe ratana§  
paõ ãta§ )。这首偈颂所命令的，也是在一兆个轮围界的非人

所受持〔领受〕的。 
在开示结束时，国王的家平安了，一切灾难也都平息

了，八万四千生物得了法现观。 
 

(解释「(凡集)在此(诸鬼神)」﹙等﹚的三首偈颂) 
    (ß Yà nãdha bhå tà ni samà gatà ni,  

bhummà ni và  yà ni'va antalikkhe, 
Tathà gata§  devamanussapå jita§ ,  
Buddha§  namassà ma suvatthi hotu.û  

(帝释天王说：) 
凡集在此诸鬼神，无论地居或空居， 
如来受天人崇敬，我们敬佛愿平安。 
ß Yà nãdha bhå tà ni samà gatà ni,  
bhummà ni và  yà ni'va antalikkhe, 
Tathà gata§  devamanussapå jita§ ,  
Dhamma§  namassà ma suvatthi hotu.û  
凡集在此诸鬼神，无论地居或空居， 
如来受天人崇敬，我们敬法愿平安。 
ß Yà nãdha bhå tà ni samà gatà ni,  
bhummà ni và  yà ni'va antalikkhe, 
Tathà gata§  devamanussapå jita§ ,  
Saï gha§  namassà ma suvatthi hotu.û  
凡集在此诸鬼神，无论地居或空居， 
如来受天人崇敬，我们敬僧愿平安。) 

当时，沙咖天帝〔帝释天王〕思惟(说)：〚世尊依于三

宝之德来使用真实语，使得(王)城平安了；为了(王)城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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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我应当依于三宝之德说些什么呢？〛因此说出了〚凡

(集)在此(诸鬼神)(yà nãdha bhå tà ni)〛等的最后三首偈颂。 
此中，由于佛陀为了利益世间致力于所当【196】来的

而如此的来；及由于(去)其所当去的而如此的去；及由于当

被他们所了知的而如此的了知；及由于所当知的而如此的了

知；以及由于他只是真实的宣说，因此称为〚如来(Tathà gata
如去)〛。而且由于诸天与人以花、香等外在所生的资益，

并以自己法随法行〔依法奉行〕(内在)所生的来对(佛陀)他

极为供养，因此沙咖天帝〔帝释天王〕使一切诸天众与自己

聚集在一起，而说：〚如来受天人崇敬，我们敬佛愿平安

(Tathà gata§  devamanussapå jita§ , Buddha§  namassà ma 
suvatthi hotu)〛(等)。 

由于在法的道法以止观双运之力，使所当去的烦恼侧

〔属于烦恼的一边〕得以正断，如此而去，为〚如去〛416；

(而且)即使涅盘法，由于诸佛等以慧去了、通达了(法)，而

得以破除一切苦，如此而去，因此称为〚如来(Tathà gata 如

去)〛。由于僧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道，(证得了)所应去

各自的(圣)道，如此而去，因此称为〚如来(Tathà gata 如

去)〛。因此，在最后〔剩余〕的两首偈颂也说：〚如来受

天人崇敬，我们敬法愿平安；如来受天人崇敬，我们敬僧愿

平安(Tathà gata§  devamanussapå jita§ , Dhamma§  namassà ma 
suvatthi hotu, Tathà gata§  devamanussapå jita§ , Saï gha§  
namassà ma suvatthi hotu.)〛。其余的只(与)所说的方式(相

似)。 
沙咖(pg. 165)天帝〔帝释天王〕如此说了这三首偈颂

后，向世尊右绕，与天众一起回天宫。第二天，世尊再开示

该〘宝经〙，再有八万四千生物得了法现观。如此一直开示

到第七天，每天同样地(有八万四千生物)得了法现观。 
                                                 
416 锡兰版没有〚为如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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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尊住在韦沙离半个月后，即通知：〚我(们)要离开

(这个)国家〔国王们〕了。〛国王们用两倍的礼【197】

敬，以三天的时间导引世尊(来到)恒河岸。在恒河出生的龙

王们想(说)：〚人们对如来作了礼敬，我们难道将不作(礼

敬)吗？〛就令建造由金、银、摩尼宝所制成的船，在金、

银、摩尼宝所制成的(船)上敷设座位，并以五色莲花覆盖在

水上，然后请求世尊(说)：〚请(怜悯地)接受〔摄益〕我们

(的供养)吧！〛世尊同意后即登上宝船，而且五百位比库也

(各自)登上了五百艘船417。龙王们带着世尊及比库僧团进入

龙的住处〔龙宫〕，世尊在那里整夜为龙众说法。第二天，

(诸龙众)他们以天界的主食及副食(布施)做了大供养，世尊

在(说)了随喜(的谢词)后离开了龙的住处〔龙宫〕。 
地居的天神们想(说)：〚人们及诸龙对如来作了礼敬，

我们难道将不作(礼敬)吗？〛即在森林、树丛、树木、山岳

(上)举着伞盖。以此方式乃至色究竟(天)的梵天宫〔住

处〕，生起了殊胜的大供养。宾比萨拉王则做出了比诸离车

威(Licchavi)前来时所做礼敬的两倍(礼敬)，(并)以先前所

说的方式，用五天的时间将世尊导引到王舍城。 
当世尊到达了王舍城，用完餐之后，比库们聚集在圆形

集会堂，并生起了以下的论题：〚哇，佛世尊是多么有(大)

威神力啊！在恒河两岸〔此岸与彼岸〕八由旬的地面，无论

低处或高处，在(锄)平后撒了砂，再以花覆盖(在地面上)，

在一由旬(宽)的恒河水(面上)以各种颜色的莲花覆盖(在河

面上)，乃至到色究竟(天的梵)天宫〔住处〕高举着各种伞

盖。〛世尊(心里)知道该事〔发生〕后，即从香室出来，在

该刹那，以适当的神变而行，(来到)圆形集会堂，并坐在已

敷设的殊胜【198】佛座上。坐着的世尊对比库们说：〚诸
                                                 
417    缅甸版为〚登上了五百艘船〛；而锡兰版为〚各自〛，这句采缅甸版译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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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库，你们聚集在这里是在(谈论)什么论题呢？〛比库们把

一切都(pg. 166)告诉(世尊)。世尊如此说：〚诸比库，这殊

胜的供养并不是以我佛陀的威力所产生的，也不是诸龙、诸

天、诸梵天的威力(所产生的)，而是由(我)过去〔先前〕少

量施舍的威力所产生的。〛比库们说：〚尊者，我们不知道

该少量施舍的(事)，善哉〔萨度〕，愿世尊为我们解说，我

们即可以了知该(少量施舍的事)。〛 
世尊说：〚诸比库，很久以前，在塔咖希腊(Takkasilà )

有一位名叫桑卡(Saï kha)的婆罗门，他有一个儿子叫苏希玛

(Susãma)的十六岁学童。有一天他前往他的父亲处，礼敬后

站在一旁。当时418，他的父亲(问)他说：〜我儿苏希玛，有

什么(事情)吗？〝他(回答)说：〜父亲，我想到巴拉纳西，

去学习技术！〝(他的父亲说)：〜我儿苏希玛，在那里我有

一个名叫某某婆罗门的朋友，你去他那里学习吧！〝就给他

一千个大钱(kahà paõ a)。他拿取该(钱币)后，礼敬了父母

亲，逐渐地来到了巴拉纳西。他以适当的礼仪方式前往老师

处，在礼敬之后，便告知自己(前来的目的)。(这位)老师

以：〜(他是)我朋友的儿子〝而接受为学生后，便做了所应

招待〔供奉〕的一切义务419。(苏希玛)他(休息)以除去旅途

的劳累后，把一千个大钱(kahà paõ a)放在老师的跟前，并乞

求允许学习技术。老师允许后，(他)也就学习了。他学得很

快，也学得很多，对于所学的忆持，毫无遗漏，犹如把狮子

油放进黄金的器皿一般。(他)以数个月的(时间学)完了(正

常情况下需要)十二年(才能完成)的技术(课程)。他在诵习

时只见到初、中，并未(见到)终点〔结尾〕。当时(他)就前

往老师处说：〜这个【199】技术，我只见到初、中，但并

未(见到)终点〔结尾〕。〝老师(回答)说：〜我徒啊，我也
                                                 
418 锡兰版没有〚当时〛字。 
419 锡兰版没有〚义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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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啊！〝当时(他问老师说)：〜老师，有谁知道这个技

术的终点〔结尾〕呢？〝(老师回答说)：〜我徒啊，在仙人

降处有诸仙人，他们可能知道。〝(他)问(老师说)：〜老

师，(我可以)前去问他们吗？〝(老师回答说)：〜我徒啊，

随你欢喜(去)问吧！〝他就到了仙人降处，前往诸巴支咖佛

〔辟支佛〕处，问(说)：〜尊者们，你们知道终点〔结尾〕

吗420？〝(他们回答说)：〜是的，贤友，我们知道。〝(他

说)：〜请让我学习那(技术的终点吧)！〝(他们说)：〜贤

友，那么你就出家吧，不出家是不可能学习的！〝(他说)：

〜善哉〔萨度〕，尊者们，请让我出家，请让我做想要了知

(pg. 167)终点〔结尾〕(所该做的事)吧！〝他们使他出家

后，但无法教导(他禅修的)业处(因为那是佛陀才有能力

的，并不是辟支佛的领域)；只能够以：〜你应当如此着(下

衣)，应当如此披着(上衣)〝等方式，使他学习增上行仪而

已。他由于在那里所学习的亲依止具足〔成就〕，不久即自

证悟了巴支咖菩提〔辟支菩提〕。在整个巴拉纳西都知道

( 他 是 ) 〜 苏 希 玛 巴 支 咖 佛 〔 辟 支 佛 〕

(Susãmapaccekabuddha)〝。(他)得到了最上的利养、最上的

名声，随从具足。他由于造了转起短命的业，使得不久(之

后)便般涅盘了。诸巴支咖佛〔辟支佛〕与大众把他的身体

荼毗后，将舍利拿到城门建了(舍利)塔(thå pa)。 
当时，桑卡(Saï kha)婆罗门(想说)：〜我的儿子已经去

很久了，不知道他的情况(怎样)。〝想要看儿子而从塔咖希

腊(Takkasilà )出发，逐渐地就来到了巴拉纳西，见到了大众

聚集，就思考(说)：〜确实，在这么多人当中，至少应该有

一个人知道我儿子的情况吧！〝就前往并问(说)：〜有位名

叫苏希玛(Susãma)的学童来这里，(请问有)谁知道他的情况

吗？〝他们(回答)说：〜是的，婆罗门，我们知道。(他)向
                                                 
420 以上是缅甸版的译法，锡兰版为〚您们知道初、中与终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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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城里的婆罗门(学习)精通了三吠陀后，就去诸巴支咖佛

〔 辟 支 佛 〕 处 〔 前 〕 出 家 后 成 为 巴支咖佛〔辟支 佛 〕 421

【200】，已经以无余依涅盘界般涅盘了。这是为他所建造

的(舍利)塔(thå pa)。〝(桑卡婆罗门)他用手打地，哭泣并且

悲泣，他前往该塔的平台，拔除了杂草，用(他的)上外套搬

运砂，撒在巴支咖佛〔辟支佛〕塔的平台上，用长口水瓶

(kamaõ ó alu)把周围的地面浇了水，用森林的花(拿来)供养，

插上外衣(做成)的旗臶，把自己的伞盖绑在(舍利)塔(thå pa)
的上面，然后离去。〛 

如此(世尊)开示了422过去(世)的本生(故事)，(来说明)

与现在(所发生事情的因果)关系，以对比库们谈论法谈〔佛

法开示；法论〕(时说)：〚诸比库，你们不应如此认为：

〜当时的桑卡(Saï kha)婆罗门可能是别人！〝其实我就是当

时的桑卡(Saï kha)婆罗门。我为苏希玛(Susãma)巴支咖佛

〔辟支佛〕塔的平台拔除了杂草，我的该业导致〔等流；结

果〕在八由旬的路(面)没有树桩与荆棘〔刺〕，平坦且干

净；我在那里撒砂，我的该(业)导致〔等流；结果〕在八由

旬的路(面)撒了砂；我在那里用森林的花(拿来)供养，我的

该(业)导致〔等流；结果〕在九由旬的旅途〔路〕上，用各

种花(覆盖)在平地及水面上做成了(pg. 168)花敷具；我在那

里用长口水瓶(kamaõ ó alu)在地面浇了水，我的该(业)导致

〔等流；结果〕使韦沙离下了莲花雨；我在该塔插上外衣

(做成的旗臶)，并绑上伞盖，我的该(业)导致〔等流；结

果〕乃至到色究竟(天的梵)天宫〔住处〕插上外衣(做成的

旗臶)，并高举着各种伞盖。诸比库，如此这殊胜的供养并

不是以我佛陀的威力所产【201】生的，也不是诸龙、诸

天、诸梵天的威力(所产生的)，而是由(我)过去〔先前〕少
                                                 
421 锡兰版没有〚成为巴支咖佛〔辟支佛〕(paccekabuddho hutvà )〛两字。 
422 锡兰版为〚显示了(dassetvà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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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施舍的威力所产生的。〛 
在(佛)法开示〔法论〕的结尾，(世尊)说了这首偈颂： 

〚假如施舍少量的快乐，将可见到大的快乐；〔若

舍于小乐，得见于大乐；〕 
坚固者当施舍少乐，以见到大的快乐。〔智者舍小

乐，当见于大乐。〕423〛 
 

〘小诵经〙的注释－〘阐明胜义〙 
〘宝经〙的解释已结束 

                                                 
423 Dhp.p.82,v.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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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墙外经注  
Tirokuññasuttavaõ õ anà  

 
(Tirokuññesu tiññhanti, sandhisiï ghà ñakesu ca; 
Dvà rabà hà su tiññhanti, à gantvà na saka§  ghara§ . 

他们站着在墙外，及马路的交接处， 
他们站在门柱旁，来到了自己的家。 

Pahå te annapà namhi, khajjabhojje upaññhite; 
Na tesa§  koci sarati, sattà na§  kammapaccayà . 

准备丰盛的食物，饮料、副食与主食， 
由于有情的业缘，无人能记得他们。 

Eva§  dadanti ¤ à tãna§ , ye honti anukampakà ; 
Suci§  paõ ãta§  kà lena, kappiya§  pà nabhojana§ . 
Ida§  vo ¤ à tãna§  hotu, sukhità  hontu ¤ à tayo. 

他们由于有悲悯，如此布施为诸亲； 
饮料食物皆清净，殊胜适时与适宜。 
〚愿这(施与)亲戚们，愿诸亲戚得快乐！〛 

Te ca tattha samà gantvà , ¤ à tipetà  samà gatà ; 
Pahå te annapà namhi, sakkacca§  anumodare. 

来此聚集诸亡亲，他们来集在此处， 
丰富食物并饮料，他们恭敬的随喜： 

 Cira§  jãvantu no ¤ à tã, yesa§  hetu labhà mase; 
Amhà ka¤ ca katà  på jà , dà yakà  ca anipphalà . 

〚我们获得之原因，愿我们亲戚长寿！ 
已对我们做供养，施者并非无果报。〛 

Na hi tattha kasi atthi, gorakkhettha na vijj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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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õ ijjà  tà disã natthi, hira¤ ¤ ena kayokaya§ . 
Ito dinnena yà penti, petà  kà laï katà  tahi§ . 

那里既没有农耕，那里也没有牧牛， 
同样的没有贸易，也没有黄金买卖。 
由此布施而赡养，亡故在那的饿鬼。 

Unname udaka§  vuññha§ , yathà  ninna§  pavattati; 
Evameva ito dinna§ , petà na§  upakappati. 

犹如高处的雨424水，向着低处而运流； 
如是由此的布施，得以资益诸饿鬼！ 

Yathà  và rivahà  på rà , paripå renti sà gara§ ; 
Evameva ito dinna§ , petà na§  upakappati. 

犹如充满的流水，得以辫满于大海； 
如是由此的布施，愿能资益诸饿鬼！ 

Adà si  me akà si me, ¤ à timittà  sakhà  ca me. 
Petà na§  dakkhiõ a§  dajjà , pubbe katamanussara§ . 

〚他曾施我为我做，是我的亲友同伴。〛 
忆及先前他所做，应为饿鬼行布施。 

Na hi ruõ õ a§  và  soko và , yà  ca¤ ¤ à  paridevanà ; 
Na ta§  petà namatthà ya, eva§  tiññhanti ¤ à tayo. 

不要哭泣勿忧愁，不要任何的悲泣！ 
处在如此的亲戚，对那饿鬼无利益。 

Aya¤ ca kho dakkhiõ à  dinnà , saï ghamhi suppatiññhità ; 
Dãgharatta§  hità yassa, ñhà naso upakappati. 

做了这样的布施，施与僧团善住立， 
对于长夜有利益，立刻即能得资益425。 

So ¤ à tidhammo ca aya§  nidassito, petà na på jà  ca katà  uëà rà . 
       Bala¤ ca bhikkhå namanuppadinna§ , tumhehi pu¤ ¤ a§   

                                                 
424 〚雨(vuññha§ )〛，锡兰版为〚流(vañña§ )〛。 
425 〚立刻即能得资益〛，假如依注释的第二种解释，即可翻译为〚处在该处能

资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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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uta§  anappakanti. 
已经示此亲戚法，供养饿鬼实广大， 
布施比库威力强，你们福德实非小。) 

 
(排在这里的目的) 

接 着 顺 次 来 到 解 释 〚 站 在 墙 外 〛 等 〘 墙 外 经

(Tirokuññasutta)〙的涵义426。在说了此(经)排在这里的目的

后，我们将解释该义。 
此中，虽然此〘墙外(经)〙(排在这里)并不是依照世尊

所开示(经典)的顺序，当知为了显示〚在显示了先前在那里

由于放逸于奉行各种善业而投生在比地狱及畜生更殊胜的饿

鬼之处时，即使投生在那里，也不应放逸于所应做的(诸善

法)。〛或者为了显示〚为了平息韦沙离(Vesà lã-广严城；毗

舍离)灾难的诸鬼神灾难而开示的〘宝经(Ratanasutta)〙，也

也有些类似的情况〛而开示(此经)，这是此(经)排在这里的

目的。 
 

(随喜论) 
接着〔因此〕(pg. 169)解释其义： 

〚由谁、何处、何时、为什么说〘墙外(经)〙？ 
在做解释时，由于一切依照顺序而成善造， 
因此，我将以那方式而做(解释)。〛 

〚由谁、何处、何时、为什么说此(经)？〛可说为：由

世尊所说的；在王舍城(开示的)；【202】在(来到王舍城)

的第二天(开示的)；为了(给)马嘎塔王〔摩揭陀王(Ra¤ ¤ a 
Mà gadha)〕随喜(而说的)。为了解说此义，在此我们应当详

细的讲述(以下的故事)： 
                                                 
426 缅甸版为：〚现在，接着解释排在〘宝经(Ratanasutta)〙之后，来到以〚站在

墙外〛等的〘墙外经(Tirokuññasutta)〙之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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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十二劫之前，有一座称为咖西(Kà si)的城市，那里

的国王名叫胜军(Jayasena-佳呀些那)，他的王后名叫西莉玛

(Sirimà )，她怀了名叫噗沙(Phussa-弗沙)的菩蕯，在出生后

顺次地(出家乃至)自觉悟了正自觉。胜军王生起了我执(认

为)：〚我的儿子出家后成了佛，佛只是我的，法是我的，

僧是我的。〛一切时只由自己护持，而不给其他人(供养的)

机会。世尊的三个同父异母弟弟想(说)：〚诸佛出世是为了

利益一切世间的，并不是只为了一个人的利益，而我们的父

亲不给其他人机会，我们如何才能供养〔护持〕世尊呢？〛

他们想(说)：〚我们想想有什么办法吧！〛他们想到了：假

如能使边境叛乱那就有可能了。当国王听到了：〚边境已经

叛乱了。〛就派三个儿子去平息边境(的叛乱)。他们平息后

就回来了。国王很满意，就给他们愿望(说)：〚你们所想要

的，就可以拿取。〛他们说：〚我们想要护持世尊。〛(国

王)说：〚除了这个以外，你们拿取其它的吧！〛他们说：

〚我们不需要其它的。〛〚那么你们作了限定才拿取吧！〛

他们请求七年，国王不给；如此五、四、三、二、一(年)、

七个月、五、四(个 月)，直到 请求三个 月，国王才 给与

(说)：〚(好的，)你们拿取吧！〛他们获得了愿望后，非常

的欢喜〔满意〕，就前往世尊处，礼敬后，说：〚尊者，我

们想要护持世尊三个月，尊者，愿世尊(pg. 170)同意我们这

三个月雨安居(的供养)！〛世尊以默然来同意。 
接着，他们派人送信给他们自己【203】地方的负责人

(说)：〚这三个月我们要供养〔护持〕世尊，你(负责准备)

建造寺院等一切护持世尊的所需吧！〛在一切完成后，(负

责人)他回报(王子)他们。(王子)他们穿着了黄色的衣服，

与两千五百位服侍的男子一同引导世尊(以及僧团)来到(自

己的)地方，提供寺院，并恭敬地护持。他们有一位长者之

子──已婚〔有妻〕的财务官，有信心、净信。他恭敬地布

施佛陀为首的僧团所施之物，那位地方的负责男子接受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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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与共有一万一千位当地的男子恭敬地安排着布施。在那

些地方的(人士)当中，有些人的(信)心退减了，他们对该布

施作了障碍，(他们)自己吃了所施法(deyyadhamma-即供养

僧团的食物)，并且放火烧了斋堂。在自恣(雨安居结束的仪

式)之后，王子们向世尊行了大礼敬，并把世尊归还他们的

父亲。世尊在回到那里后，即般了涅槃。 
国王、诸王子、那位地方的负责人、那位财务官以及他

们的随从〔众〕次第的去世而投生在天界；而那些信心退减

的人则投生在地狱。如此他们两众(一众)从天界(投生)到天

界，(一众)从地狱投生到地狱经过了九十二劫。 
当 在 这 贤 劫(bhaddakappa)咖 沙 巴(Kassapa-迦 叶)佛 之

时，那些信心退减的人投生为饿鬼。人们指定为与自己有亲

戚关系的饿鬼作布施(说)：〚愿这(布施的福德回向给)我们

的亲戚们(ida§  amhà ka§  ¤ à tãna§  hotu)！〛而他们获得了成

就(而解脱了饿鬼道)。那时，这些饿鬼见了这件事之后，就

前往咖沙巴世尊处，问(说)：〚尊者，我们是否也能够获得

如此的成就呢？〛世尊(回答)说：〚现在你们无法【204】

获得，但在未来将会有一位名为苟答马的佛陀(出世)，在那

位世尊之时，将有一位名叫宾比萨拉〔频毘娑罗〕的国王，

他是你们九十二劫前的亲戚，他将指定为你们对佛陀做布

施，那时你们将能够获得(成就)。〛据说，在说如此之时，

那些饿鬼犹如(世尊)在说：〚明天你们将能够获得(成就)〛

一般。 
当时，在经过了一尊佛之间，我们的世尊出现在世间。

那三位王子与他们的两千五百位男子〔随众〕(pg. 171)从天

界死没，投生在马嘎塔〔摩竭陀〕国的婆罗门家庭，顺次的

从仙出家者出了家，成为象头山〔伽耶山〕的三位结发外道
427；而那位地方的负责男子，即成为宾比萨拉王〔频毘娑罗
                                                 
427 即伽耶山的三咖沙巴〔三迦叶〕，详见〘律藏〃大品〙：Vin.i,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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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那位财务官居士，成为维沙卡(Visà ka)大长者〔大银

行家〕；他的妻子成为长者〔银行家〕的女儿，名叫法施

(Dhammadinnà )；如此其余的一切众人〔随从〕，则投生成

为国王的随从。在我们的世尊出现世间后，经过了七个七

日，(接着，)次第的来到巴拉纳西(Bà rà õ asã 巴拉纳西)，首

先为五比库转了法轮，乃至调伏了有两千五百位随从的三位

结发外道，接着来到王舍城。就在当天，使前往(世尊)那里

的宾比萨拉王〔频毘娑罗王〕和十一万〔那由他〕的马嘎塔

〔摩竭陀国〕之诸婆罗门及居士〔婆罗门的居士〕住立于

(体证)索答般那果〔预流果〕。当时，国王邀请明天(将供

养)食物，(世尊)同意了之后，沙咖天帝〔帝释天王〕在前

行(说)： 
〚与先前〔古〕的诸结发者在一起， 
以调御而已经调伏，以解脱而已经解脱， 
犹如黄金环的金色，世尊进入王舍城。〛 

在唱颂如此赞偈时，(世尊)进了王舍城，(世尊和僧团)

在王宫接受了大供养。那些饿鬼由于期待：〚【205】现在

国王将指定为我们布施了！现在将指定(为我们布施了)！〛

而围绕站在那里。然而国王在做了布施之后，只是思考世尊

的住处(说)：〚世尊能够住在哪里呢？〛而没有指定为谁做

布施。诸饿鬼由于断了希望，夜间在王宫发出了极为恐怖的

叫声。国王害怕、恐惧、惊吓，在夜过天晓，(国王)对世尊

説：〚我听到了如此的声音。尊者，我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吗？〛世尊(回答)説：〚大王，不用害怕，没有什么恶事将

会发生的。事实上，那是你过去〔古〕亲戚的饿鬼所发出的

(声音)，他们在一尊佛之间期待而思考着：〜(国王)将指定

为我们对佛陀做布施了〝(pg. 172)，而昨天你并没有做指

定，由于断了希望，所以他们才发出如此恐怖(的叫声)。〛

(国王)他説：〚尊者，假如现在布施，他们能够获得吗？〛

(世尊回答说：)〚是的，大王。〛(国王説：)〚尊者，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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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世尊今天接受(供养)吧，我将指定为他们做布施！〛(当

时)世尊同意了。 
国王回去王宫准备大供养后，派人通知世尊已到适时。

世尊和比库僧一起到了王宫，坐在敷设好的座位上。那些饿

鬼也(想着)：〚今天我们(将)能获得(成就)〛，来到后站在

墙外等等。世尊使他们(那些饿鬼)的一切让国王显现(的看

得见)。当国王在布施供养水(dakkhiõ odaka-所施水──即用

来饮用、洗钵及洗手的水)时指定：〚愿这(回向给)我的那

些亲戚！〛就在那刹那，那些饿鬼就生在被莲花所覆盖的莲

池中。他们在那里洗浴及饮(水)后，止息了苦恼、疲劳与口

渴，而成了金黄色。当国王指定(为他们)布施粥、副食与主

食后，就在那刹那，他们生起了天界的粥、副食与主食；当

他们食用那些(食物)后，诸根〔五官〕就具足〔满足〕了。

当时，当指定(为他们)布施衣服、住处后，【206】他们就

生出了天界的衣服、天界的车乘和天界的宫殿、敷具、卧具

等种种庄严。凡他们所成就的，世尊决意(让国王)一切都能

显现(的看得见)。国王当时非常的欢喜。当世尊已食满足

后，为了给马嘎塔王随喜，而开示了这些〘站在墙外〙(等)

的偈颂。到此已经简略及详细的解说了：〚由谁、何处、何

时、为什么说〘墙外(经)〙？解释了那一切〛的这本母了。 
 

(解释第一偈) 
(ß Tirokuññesu tiññhanti, sandhisiï ghà ñakesu ca; 
Dvà rabà hà su tiññhanti, à gantvà na saka§  ghara§ .û  

他们站着在墙外，及马路的交接处， 
他们站在门柱旁，来到了自己的家。) 

现在依次我们将解释这〚墙外〛(等)的涵义。即是： 
在第一偈中：〚墙外(tirokuñña)〛－是指墙的另一面而说

的。 
〚站着(tiññhanti)〛－即排除了坐着等，这是维持站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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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犹如在说前往城墙的另一面和山的另一面时，而说成

〚他到城墙外、山外无障碍〛一般；这里也是同样的，当站

在墙的另一面时，说成了：〚站在(pg. 173)墙外〛。 
〚及马路的交接处(sandhisiï ghà ñakesu ca-以及在马路的

交接处)〛：这里四叉路口称为〚交接(sandhi)〛，而且即使

房屋的交接处、墙壁的交接处和光线的交接处〔窗口〕也

(称为交接)；三叉路口称为〚交叉路口(siï ghà ñaka)〛。与前

面的(交接)结合诵在一起，而说成〚及马路的交接处〛。 
〚他们站在门柱旁(dvà rabà hà su tiññhanti)〛－即靠(近)城

门(或)房门的柱子站着。 
〚来到了自己的家(à gantvà na saka§  ghara§ )〛－此中，

〚自己的家〛是指过去亲戚的家，(或者)自己过去曾经是主

人而且住过的家；由于他们对这两者是以自己的家想而来

的，所以说：〚来到了自己的家〛。 
 

(解释第二偈) 
(ß Pahå te annapà namhi, khajjabhojje upaññhite; 
Na tesa§  koci sarati, sattà na§  kammapaccayà .û  

准备丰盛的食物，饮料、副食与主食， 
由于有情的业缘，无人能记得他们。) 

如此世尊在显现使国王看见许多饿鬼，他们即使过去未

曾住过，但以自己家想而来到以前亲戚的家──宾比萨拉的

(王)宫，站在墙外、马路的交接处、门柱旁。(他们投生为饿

鬼而)受到(如此的痛苦，)是由于嫉妒和悭悋的结果。有些

(饿鬼)留着【207】长而蓬乱的须发，暗黑的脸428，关结松

弛、悬垂，而且肢体〔手脚〕枯瘦、粗恶、污黑，犹如各处

被林火所烧过的棕榈树一般。有些(饿鬼)被饥渴所逼，(犹

如被钻火木所刺破，)其胃起伏，从口喷出火焰，辫烧着身
                                                 
428

  锡兰版没有〚暗黑的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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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有些(饿鬼)咽喉之管小如针孔，腹部如山形〔相〕，即

使获得饮食，想吃也无法吞咽；而且被饥渴所逼迫，但无法

享用其他(饮食)之味。有些(饿鬼)互相舔其他有情破了的水

疱、脓疱口所流出的血、脓与关节滑液等，在尝之时，如获

甘露。(他们的)身体(看起来是)极为难看、丑陋与恐怖的。

(所以世尊)说了：〚他们站着在墙外，及马路的交接处，他

们 站 在 门 柱 旁 ， 来 到 了 自 己 的 家 。 (tirokuññesu tiññhanti, 
sandhisiï ghà ñakesu ca; dvà rabà hà su tiññhanti, à gantvà na saka§  
ghara§ )〛之后，接着〔再〕在显示他们所造之业的可怕时

说了：〚(准备)丰盛的食物、饮料(pahå te annapà namhi)〛

(等)的第二首偈颂。 
此中，〚丰盛(pahute)〛－为不少、很多；即〚如其所

需〛而说的。〚拔(ba)〛音也可以拼成〚帕(pa)〛音，犹如

在〚有很多〔富有〕(pahu)，但不扶养(父母)429〛等。有些

人把(pahute)诵成〚pahå te〛和〚pahuta§ 〛，但这是比较松

弛的诵法。(pg. 174) 
食物和饮料为〚食物、饮料(annapà namhi)〛；副食和主

食为〚副食与主食(khajjabhojje)〛，以此显示吃的、喝的、

嚼的(及)尝的四种食物。 
〚准备(upaññhite)〛－为接近站着，即给与、准备、混

合而说的。 
〚无人能记得他们〔那些〕有情(na tesa§  koci sarati 

sattà na§  )〛－即母亲、父亲或儿子，没有人记得那些投生在

饿 鬼 界 的 有 情 。 是 什 么 原 因 呢 ？ 〚 由 于 业 缘

(kammapaccayà )〛(的缘故)－即(他们)自己所造的是分为不

布施、阻碍〔遮止；妨碍〕布施等吝嗇的【208】业缘，由

于该业，使得诸亲戚无法记得他们。 
 
                                                 
429 SN.p.19,v.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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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第三偈) 
(ß Eva§  dadanti ¤ à tãna§ , ye honti anukampakà ; 
Suci§  paõ ãta§  kà lena, kappiya§  pà nabhojana§ .û  

他们由于有悲悯，如此布施为诸亲； 
饮料食物皆清净，殊胜适时与适宜。) 

如此世尊在显示即使有不少的食物、饮料等现前，那些

饿鬼还是游行着，希望(他们)亲戚：〚或许(我们的亲戚)会

用某物品指定为我们(做)布施〛，然而他们所造的是极为痛

苦果报的业缘，所以没有任何亲戚能够记得(指定为他们做

布施)时说了：〚准备丰盛的食物、饮料、副食与主食，由

于 有 情 的 业 缘 ， 无 人 能 记 得 他 们 (pahå te annapà namhi, 
khajjabhojje upaññhite; na tesa§  koci sarati, sattà na§  
kammapaccayà )〛后，接着〔再〕在赞叹国王指定为投生在

饿 鬼 界 的 亲 戚 做 布 施 时 说 了 ： 〚 如 此 布 施 为 诸 亲(eva§  
dadanti ¤ à tãna§ )〛(等)的第三首偈颂。 

此中，〚如此(eva§ )〛－乃譬喻之词。这有两种结合方

式：〚即使由于那些有情的业缘无法记得(他们)，但由于悲

悯而如此为诸亲戚布施〛，或〚犹如(人们)以清净、殊胜、

适时与适宜的饮食为诸亲戚(做)布施；同样的〔如此〕，大

王，(你的)布施也是出于悲悯的。〛 
〚布施(dadanti)〛－即布施、指定、施与。 
〚诸亲(¤ à tãna§ )〛－即母亲与父亲所结合的(亲戚)。 
〚他们(ye-凡是)〛－即凡儿子、女儿或兄弟们。 
〚有(honti)〛－即存有。 
〚悲悯(anukampakà )〛－即想要利益、寻求益利。 
〚清净(suci§ )〛－即离垢、好看、悦意、如法、依法获

得。 
〚殊胜(paõ ãta§ )〛－即最上的、最胜的。 
〚适时(kà lena)〛－即在亲戚的饿鬼们来站在墙外等之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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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kappiya§ )〛－即适当、适合、适于诸圣者所使

用的。 
〚饮料食物(pà nabhojana§ )〛－即饮料和食物；在此是

以饮料和食物为首的一切所施法〔布施的物品〕为意趣。 
 

(解释第四前半偈) 
(ß Ida§  vo ¤ à tãna§  hotu, sukhità  hontu ¤ à tayo.û  

〚愿这(施与)亲戚们，愿诸亲戚得快乐！〛) 
如此(pg. 175)世尊在赞叹马嘎塔王〔摩竭陀国王〕以悲

悯为饿鬼的亲戚们布施饮食时说了：〚他们由于有悲悯，如

此布施为诸亲；饮料食物皆清净，殊胜适时与适宜(eva§  
dadanti ¤ à tãna§ , ye honti anukampakà ; suci§  paõ ãta§  kà lena, 
kappiya§  pà nabhojana§ )〛后，接着〔再〕在显示为他们做

布施的方法时说了：〚愿这(施与)亲戚们(ida§  vo ¤ à tãna§  
hotu)〛(等)的第四前半偈。 

而这(半首偈颂)应当与第三前半偈相结合：〚他们由于

有悲悯，如此布施为诸亲【209】：〜愿这(施与)亲戚们，

愿诸亲戚得快乐！〝〛由此〚〜愿这(施与)亲戚们！〝来如

此布施〛，而非其他方式 。在此 是 以 方法之 义 的〚如此

(eva§ )〛之字来显示施与的方法〔行相〕。 
此中，〚这(ida§ )〛－即显示所施之法〔所布施的物

品〕。 
〚vo(未译出)〛－只是不变词〔质词〕而已，就如在：

〚阿奴卢塔(Anuruddha 阿那律)，你们是否(kacci pana vo)和

合、欢喜……430〛和〚凡诸(yehi vo)圣者431〛如此等，而不

是(用在)所有格(〚你们﹙vo﹚〛的涵义)。 
〚愿亲戚们(¤ à tãna§  hotu)〛－即愿投生在饿鬼界的亲戚

                                                 
430

 M.i,p.206 
431 M.i,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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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愿诸亲戚得快乐(sukhità  hontu ¤ à tayo)〛－即愿投生在

饿鬼界的亲戚们享受此快乐！ 
 

(解释第四后半偈及第五前半偈) 
(ß Te ca tattha samà gantvà , ¤ à tipetà  samà gatà ; 
Pahå te annapà namhi, sakkacca§  anumodare.û  

来此聚集诸亡亲，他们来集在此处， 
丰富食物并饮料，他们恭敬的随喜：) 

如此世尊(在显示)应布施投生在饿鬼界的亲戚们之方法

时说了：〚愿这(施与)亲戚们，愿诸亲戚得快乐(ida§  vo 
¤ à tãna§  hotu, sukhità  hontu ¤ à tayo)〛后，接着〔再〕由于在

说〚愿这(施与)亲戚们〛时，并没有由他人所做的业(给与)

他人结果，只是由指定(布施)该物品成为亲戚们而有善业的

助缘，因此就在(布施)该物品的刹那即产生善业的结果。

(世尊)在显示该(义)时说：〚他们来此处(te ca tattha)〛(等)

的第四后半偈和〚丰富食物并饮料(pahå te annapà namhi)〛

(等)的第五前半偈。 
其 义 (pg. 176) 如 下 ： 在 做 该 布 施 时 ， 那 些 诸 亡 亲

(¤ à tipetà -亲戚的饿鬼)从各处来而聚集(samà gantvà )在此处

(tattha-这里)，即是集合或在一起而说的。一同地来(这里)

为〚来集(samà gatà )〛，即为了〚这些亲戚将指定为我们(的

利益)而做布施〛的目的而一同前来而说的。 
〚丰富食物并饮料(pahå te annapà namhi)〛－即自己在以

丰富的食物和饮料做指定时。 
〚他们恭敬的随喜(sakkacca§  anumodare)〛－即在相信

业果、不舍恭敬、心无散乱后，以：〚愿这布施使我们(得

以)利益与快乐！〛而欢喜、随喜，生起喜与喜悦。【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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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第五后半偈及第六前半偈) 
(ß Cira§  jãvantu no ¤ à tã, yesa§  hetu labhà mase; 
Amhà ka¤ ca katà  på jà , dà yakà  ca anipphalà .û  

〚我们获得之原因，愿我们亲戚长寿！ 
已对我们做供养，施者并非无果报。〛) 

如此世尊在显示犹如投生在诸饿鬼界者就在那刹那即产

生善业的果报时说了：〚来此聚集诸亡亲，他们来集在此

处 ， 丰 富 食 物 并 饮 料 ， 他 们 恭 敬 的 随 喜 (te ca tattha 
samà gantvà , ¤ à tipetà  samà gatà ; pahå te annapà namhi, sakkacca§  
anumodare)〛后，接着〔再〕由依于诸亲戚而领受所生的善

业之果，在显示感激那些亲戚们的方式〔行相〕时说了：

〚愿(我们亲戚)长寿(cira§  jãvantu)〛(等)的第五后半偈和

〚已对我们做供养(amhà ka¤ ca katà  på jà )〛(等)的第六前半

偈。 
其义如下：〚愿长寿(cira§  jãvantu 愿活得久)〛－即愿

长的寿命。 
〚我们亲戚(no ¤ à tã)〛－即我们的亲戚们。 
〚原因(yesa§  hetu-那些原因)〛－即凡依靠的那些原

因。 
〚获得(là bhamase)〛－是指(我们)得到；即(他们)自己

在说(感激之词)而指出的该刹那即获得成就。(饿鬼)能成功

地在布施的刹那产生结果有三种要素：饿鬼们自己随喜、施

主们指定(为他们做布施)和应施者〔受施者〕(即是以佛为

首的僧团)的成就。在此施主们为殊胜的原因，因此说：

〚我们获得之原因〛。 
〚已对我们做供养(amhà ka¤ ca katà  på jà )〛－即以〚愿这

(施与)亲戚们〛如此指定此布施及为我们做供养。 
〚施者并非无果报(dà yakà  ca anipphalà )〛－即凡在相续

做了施舍所成的业，只会如此给与诸布施者该果报，不会没

有果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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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可能有人会问)说(pg. 177)：〚只有投生在饿鬼界

的亲戚们可以获得或是其他(众生)也能获得呢？〛世尊已经

回答了生闻婆罗门所问的这个(问题)了，在此我们还有什么

可说的呢？(世尊与生闻婆罗门)所说的为：(生闻婆罗门问

说：)〚苟答马尊者，我们诸婆罗门做布施，并相信所布施

的(说)：〜愿这布施能资益(我们)血亲的先亡！愿这布施

(我们)血亲的先亡能得受用！〝苟答马尊者，这布施是否能

资 益 有 血亲 的 先 亡呢？ 有 血 亲的先亡是否能受用 这布 施

呢？〛 
(世尊回答说：)〚婆罗门，(只有)在(适当)处432是可以

资 益 的 ， 而 不 是 在 不 ( 适 当 ) 处 (ñhà ne kho, brà hmaõ a, 
upakappati, no aññhà ne)。〛 

(生闻婆罗门问说：)〚苟答马尊者，哪些是(可资益)

处，哪些是无法(资益)处呢?〛 
(世 尊 回 答 说 ：)〚 婆 罗 门 ， 在 此 有 人 ， 杀 生 、 … …

略……、邪见，【211】他身坏命终之后投生地狱。他依诸

地狱有情的食物在那里生存，他(依该食物)在那里住立。婆

罗门，该布施无法资益处在那里的(有情)。 
再者，婆罗门，在此有人，杀生、……略……、邪见，

他身坏命终之后投生畜生。它(依)诸畜生有情的食物在那里

生存，它(依该食物)在那里住立。婆罗门，该布施无法资益

处在那里的(有情)。 
再者，婆罗门，在此有人，离杀生、……略……、正

见，他身坏命终之后投生人类的朋党……略……投生诸天朋

党。他(依)诸天的食物在那里生存，他(依该食物)在那里住
                                                 
432

 〚在(适当)处(ñhà ne)〛，〘增支部注〙解释为〚okà se〛，即空间、

余地、机会之意。依照下面的文意，这句话的涵义为：〚婆罗门，投

生在有些地方是可能获得帮助的，而投生在有些地方则是无法获得帮

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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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婆罗门，该布施无法资益处在那里的(有情)。 
再者，婆罗门，在此有人，杀生、……、邪见，他身坏

命终之后投生到饿鬼界。他(依)诸饿鬼界有情的食物(pg. 178)
在那里生存，他(依该食物)在那里住立，或者当有他在此世

的朋友、友人、血亲施与时，他即依此在那里生存，他(依)

此在那里住立。婆罗门，这是可能的，该布施可以资益处在

那里的(有情)。〛 
(生闻婆罗门问说：)〚苟答马尊者，假如血亲的先亡并

没有投生在那里，谁受用该布施呢?〛 
(世尊回答说：)〚婆罗门，其他投生在那里的血亲先亡

受用该布施。〛 
(生闻婆罗门问说：)〚苟答马尊者，假如血亲的先亡并

没有投生在那里，也没有其他血亲的先亡投生在那里，谁受

用该布施呢?〛 
(世尊回答说：)〚婆罗门，这是不可能〔无处〕，这是

不会发生的〔无余〕，在这长时〔在这么长久的生死轮回

里〕没有先亡的血亲(投生)在那里。而且，婆罗门，施者并

非没有果报的。433〛【212】 
 

(解释第六后半偈及第七偈) 
(ß Na hi tattha kasi atthi, gorakkhettha na vijjati; 
Vaõ ijjà  tà disã natthi, hira¤ ¤ ena kayokaya§ . 
Ito dinnena yà penti, petà  kà laï katà  tahi§ .û  

那里既没有农耕，那里也没有牧牛， 
同样的没有贸易，也没有黄金买卖。 
由此布施而赡养，亡故在那的饿鬼。) 

如此世尊在显示马嘎塔王其投生于饿鬼界的过去亲戚们

依于(国王)而成就的感谢说：〚大王，你的这些亲戚们由于
                                                 
433 A.v,pp.2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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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布施而成就，(他们)欢喜的如此赞叹〛而说了：〚我们

所得之原因，愿我们亲戚长寿！已对我们做供养，施者并非

无 果 报 (cira§  jãvantu no ¤ à tã, yesa§  hetu labhà mase; 
amhà ka¤ ca katà  på jà , dà yakà  ca anipphalà )〛后，接着〔再〕

在显示那些投生在饿鬼界者除了从此界〔人间〕所布施的来

赡养外，没有其它农耕、牧牛等获得成就的原因时说了：

〚那里既没有农耕(na hi tattha kasi atthi)〛(等)的第六后半偈

和〚同样的没有贸易(vaõ ijjà  tà disã natthi)〛(等)的第七首偈

颂。 
以下是该义的解释：大王，在饿鬼界那里(tattha)，没有

(na hi atthi)使那些饿鬼能够依靠获得成就的农耕(kasi)。 
〚那里也没有牧牛(gorakkhettha na vijjati)〛－不仅没有

农耕，在饿鬼界那里也没有使他们能够(pg. 179)依靠获得成

就的牧牛。 
〚同样的没有贸易(vaõ ijjà  tà disã natthi)〛－同样地，也

没有使他们能够获得成就原因的贸易。 
〚也没有黄金买卖(hira¤ ¤ ena kayà kaya§ )〛－同样地，

在那里也没有使他们能够获得成就原因的黄金买卖。 
〚由此布施而赡养，亡故在那的饿鬼(ito dinnena yà penti, 

petà  kà lagatà  tahi§ )〛－即只是由这里的亲戚、朋友或同伴的

布施而使他们的自体存活。 
〚饿鬼(petā 诸饿鬼)〛－即投生在饿鬼界的诸有情。 
〚亡故(kà lagatà )〛－自己已到死亡之时；或者诵成：

〚 kà lakatà 〛，即死亡、去世的涵义。 
〚在那(tahi§ )〛－即在那饿鬼界。 

 
(解释第八及第九偈) 
(ß Unname udaka§  vuññha§ , yathà  ninna§  pavattati; 
Evameva ito dinna§ , petà na§  upakappati. 
Yathà  và rivahà  på rà , paripå renti sà ga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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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meva ito dinna§ , petà na§  upakappati.û  
犹如高处的雨434水，向着低处而运流； 
如是由此的布施，得以资益诸饿鬼！ 
犹如充满的流水，得以辫满于大海； 
如是由此的布施，愿能资益诸饿鬼！) 

如此(世尊)说了：〚由此布施而赡养，亡故在那的饿鬼

(ito dinnena yà penti, petà  kà laï katà  tahi§ .)〛后，现在以譬喻

来阐明该义，而说了：〚(犹如)高处的雨水(unname udaka§  
vuññha§ )〛(等)的这两首偈颂。 

其涵义为：犹如(yathà )乌云下雨在高处(unname)、陆

地、小丘之土地部分的(雨)水向着低处运流(udaka§  ninna§  
pavattati)，即流、到、达土地部分的山谷、低洼处；同样地

〔 如 是 〕 (evameva) ， 【 213 】 由 此 (ito) 所 做 的 布 施

(dinna§ )，得以资益(upakappati)、生起、显现〔助益〕诸饿

鬼(petà na§ )。饿鬼界就如水所流的低洼处；布施的资益就如

所流的水，如说：〚婆罗门，这是可能的，该布施可以资益

处在那里的(有情)。〛并且犹如(yathà )溪谷、小溪、溪流、

支流、小水池、大湖泊所会合的流水(và rivahà )充满(på rà )了

大河后辫满(paripå renti)了大海(sà gara§ )；同样地〔如是〕

(eva§ )，由此(ito)所做的布施(dinna§ )，以前面所说的方式

得以资益诸饿鬼(petà na§  upakappati)。 
 

(解释第十偈) 
(ß Adà si  me akà si me, ¤ à timittà  sakhà  ca me. 
Petà na§  dakkhiõ a§  dajjà , pubbe katamanussara§ .û  

〚他曾施我为我做，是我的亲友同伴。〛 
忆及先前他所做，应为饿鬼行布施。) 

如此世尊以譬喻来阐明：〚由此布施而赡养，亡故在那
                                                 
434 〚雨(vuññha§ )〛，锡兰版为〚流(vaññ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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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饿鬼(ito dinnena yà penti, petà  kà lagatà  tahi§ )〛的此义后，

接着〔再〕由于那些饿鬼期望有所获得(而想)：〚我们由此

将获得某物〛而来到亲戚的家，然而他们并无法乞求：〚请

给我们这个！〛因此在显示唤起良家之子(pg. 180)应当为他

们做布施的回忆之事时说了：〚他曾施我(adà si  me)〛(等)

的这首偈颂。 
其涵义为：(他)曾经给我此钱财或稻谷(为〚他曾施我

﹙adà si me﹚〛)；以及(他)曾经亲自致力为我做此事(为

〚为我做﹙akà si me﹚〛)。母亲与父亲所结合的(亲戚)为

〚(我的)亲戚(¤ à ti)〛；亲爱而可以作避难处者为〚朋友

(mittà  me-我的朋友)〛；如此和我一起在尘土中嬉戏者为

〚同伴(sakhà  me-我的同伴)〛。 
如 此 在 回 忆 起 一 切 应 为 诸 饿 鬼 行 布 施 (petà na§  

dakkhiõ a§  dajjà ) 而 当 做 布 施 。 其 他 人 把 ( 〚 petà na§  
dakkhiõ a§  dajjà 〛)诵成〚petà na§  dakkhiõ à  dajjà 〛。其涵义

为：应当施与为〚应布施(dajjà )〛。是指什么呢？即由于忆

起〚他曾施我〛等方式来回忆起过去为我做的而为饿鬼们

(做)布施而说的。当知主格(的 anussara§ )乃是具格〔作

格〕的(anussaratà )的范围(结果)。 
 

(解释第十一偈) 
(ß Na hi ruõ õ a§  và  soko và , yà  ca¤ ¤ à  paridevanà ; 
Na ta§  petà namatthà ya, eva§  tiññhanti ¤ à tayo.û  

不要哭泣勿忧愁，不要任何的悲泣！ 
处在如此的亲戚，对那饿鬼无利益。) 

如此世尊在显示为诸饿鬼从事布施原由的回忆之事(例

子)时说了：〚〜他曾施我为我做，是我的亲友同伴。〝忆

及先前他所做，应为饿鬼行布施(adà si me akà si me, ¤ à timittà  
sakhà  ca me. petà na§  dakkhiõ a§  dajjà , pubbe 
katamanussara§ )〛【214】后，接着〔再〕在显示为去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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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而处于哭泣、忧愁等，不但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利益；他

们的哭泣、忧愁等，只会自我痛苦，而无法为诸饿鬼产生任

何利益时说了：〚不要哭泣(na hi ruõ õ a§  và )〛(等)的这首

偈颂。 
此中，〚哭泣(ruõ õ a§ )〛－是指哭、哭泣、落泪；以此

显示身体的苦迫。 
〚忧愁(soko)〛－是指忧愁、悲愁；以此显示心的苦

迫。 
〚悲泣(paridevanà )〛－是指由于被亲戚的不幸所触击而

哀嚎：〚我的独子，(你)在哪里啊！435〛〚亲爱的啊！〛

〚可爱的啊！〛如此等方式来赞叹其德；以此显示语词的苦

迫。 
 

(解释第十二偈) 
(ß Aya¤ ca kho dakkhiõ à  dinnà , saï ghamhi suppatiññhità ; 
Dãgharatta§  hità yassa, ñhà naso upakappati.û  

做了这样的布施，施与僧团善住立， 
对于长夜有利益，立刻即能得资益436。) 

如此(pg. 181)世尊显示了哭泣、忧愁以及其他的悲泣，

这一切对饿鬼们是没有利益，只是自我痛苦而已；哭泣等对

处在如此的亲戚(eva§  tiññhanti ¤ à tayo)是没有利益的情况

后，接着〔再〕在显示马嘎塔王所做布施的有利的情况时说

了：〚(做了)这样的布施(aya¤ ca kho dakkhiõ à )〛(等)的这

首偈颂。 
其涵义为：大王，今天你指定为自己的亲戚做了这个布

施，由于僧团是无上的福田，因此由僧团而善住立，对那些

饿鬼能资助长久〔长夜〕的利益；即(获得)成就、有结果而
                                                 
435 M.ii,p.106. 
436 〚立刻即能得资益〛，假如依注释的第二种解释，即可译为〚处在该处能资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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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 
(此中的)〚资益(upakappati)〛是指即刻的资益──只在

刹那即资益而不是久〔延迟〕的；犹如刹那的辩才而说为：

〚如来的辩是即刻的〛。同样地，这里是以该刹那即资益，

而说成即刻的资益。或者(〚资益(upakappati)〛是指所处之

处的资益，)即(如)在：〚婆罗门，这是可能的，该布施能

资益处在那里(的众生)〛所说的，能资益处在分为饥渴饿鬼

(khuppipà sika)、食他吐出物饿鬼(vantà sa)、他施活命饿鬼

(paradattå pajãvi)和烧渴饿鬼(nijjhà mataõ hika)那里(的饿鬼)而

说 的 。 犹 如 在 给 与 一 个 大 钱(kahà paõ a)时 ， 在 世 间 说 成

【215】：〚(他)给一大钱。〛而对于此义的解说，〚资

益〛是指显现、生起而说的。 
 

(解释第十三偈) 
    (ß So ¤ à tidhammo ca aya§  nidassito,  

petà na på jà  ca katà  uëà rà . 
Bala¤ ca bhikkhå namanuppadinna§ ,  
tumhehi pu¤ ¤ a§  pasuta§  anappakanti.û  

已经示此亲戚法，供养饿鬼实广大， 
布施比库威力强，你们福德实非小。) 

如此世尊在显示国王由做了布施的有利情况时说了：

〚做了这样的布施，施与僧团善住立，对于长夜有利益，立

刻 即 能 得 资 益 437 (aya¤ ca kho dakkhiõ à  dinnà , saï ghamhi 
suppatiññhità ; dãgharatta§  hità yassa, ñhà naso upakappati)〛后，

接着〔再〕，由于已经指出做此布施为诸亲戚对亲戚们应做

的义务、工作之亲戚法；或者其所做的也可以教〔指示〕很

多人(说)：〚你们诸亲戚也应当如此圆满对亲戚们应做的义
                                                 
437 〚立刻即能得资益〛，假如依注释的第二种解释，即可译为〚处在该处能资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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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作之亲戚法，而不要无益的哭泣等，那是自我的痛苦

而已。〛而且为诸饿鬼所做的供养(其结果)是广大的，能使

饿鬼们证得天界的成就；并且以食物、饮料等对以佛为首的

僧团做供养，使令满足，由诸比库的悲悯等德的眷属之力，

及所生施舍之思，其福德是(pg. 182)不小的；因此，世尊在

以 如 实 诸 德 来 赞 叹 国 王 时 ， 以 ： 〚 已 经 示 此 亲 戚 法 (so 
¤ à tidhammo ca aya§  nidassito)〛(等)的这首偈颂来做为开示

的终结。或者，438以〚已经示此亲戚法(so ¤ à tidhammo ca 
aya§  nidassito)〛此偈句，世尊由说法来教导国王；即显示

亲戚法为这里的教导。 
〚供养饿鬼实广大(petà na på jà  ca katā uëà rà )〛－即以此

(赞叹)来劝导(指定为先亡做布施)。 
〚广大(uëà rà )〛－为赞叹(之词)；即鼓励在此一再地作

供养。 
〚布施比库力量强(bala¤ ca bhikkhå namanuppadinna§ )〛

－以此来鼓励(他)；即在此以〚(供养比库僧团等)如此种类
439布施的力量〛来激励其能力以增长在此布施的力量。 

〚 你 们 福 德 实 非 小 (tumhehi pu¤ ¤ a§  pasuta§  
anappakanti)〛－以此来使(他)欢喜；当知称赞其所追求的福

德是(令人)喜悦的，在此以如实之德来赞叹【216】使生欢

喜。 
在开示结束时，由于对所解说的投生饿鬼界之过患(产

生)悚惧心而如理精勤，有八万四千有情(证得)法现观。在

第二天，世尊也再为诸天、人开示此〘墙外(经)〙；如此直

到第七天，也同样的(有八万四千生物证得)法现观。 
 

〘阐明胜义〙－(诸)小的注释 
                                                 
438 锡兰版没有〚以〜已经示此亲戚法(so ¤ à tidhammo ca aya§  nidassito)〝(等)这

首偈颂来做开示的结尾。或者，〛这句话。 
439

 〚种类〛，缅甸版为〚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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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经〙的解释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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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伏藏经注  
Nidhikaõ ó asuttavaõ õ anà  

 
(Nidhi§  nidheti puriso, gambhãre odakantike. 
Atthe kicce samuppanne, atthà ya me bhavissati. 

有人藏宝藏，深埋近水穴， 
〚有事需用时，将可资益我： 

Rà jato và  duruttassa, corato pãëitassa và ; 
Iõ assa và  pamokkhà ya, dubbhikkhe à padà su và . 
Etadatthà ya lokasmi§ , nidhi nà ma nidhãyati. 

向国王诬告，被盗贼掠夺， 
为借债脱困，饥馑、灾难时。 
为这些目的，谓世间藏宝。〛 

Tà vassunihito santo, gambhãre odakantike; 
Na sabbo sabbadà  eva, tassa ta§  upakappati. 

即使善贮藏，深在近水穴， 
并非一切时，能资助一切。 

Nidhi và  ñhà nà  cavati, sa¤ ¤ à  và ssa vimuyhati; 
Nà gà  và  apanà menti, yakkhà  và pi haranti na§ . 

藏宝处消失，或记忆忘失， 
被龙所除去，夜叉所带走； 

Appiyà  và pi dà yà dà , uddharanti apassato; 
Yadà  pu¤ ¤ akkhayo hoti, sabbameta§  vinassati. 

被不肖子嗣，偷走而不见， 
当他福尽时，一切即消失。 

Yassa dà nena sãlena, sa§ yamena damena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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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dhã sunihito hoti, itthiyà  purisassa và . 
男子或女人，布施或持戒， 
自制或调伏，为善贮伏藏。 

Cetiyamhi  ca saï ghe và , puggale atithãsu và ; 
Mà tari pitari cà pi, atho jeññhamhi bhà tari. 

对塔或僧团，个人或宾客， 
母亲或父亲，或者对长兄， 

Eso nidhi sunihito, ajeyyo anugà miko; 
Pahà ya gamanãyesu, eta§  à dà ya gacchati. 

此善贮伏藏，无能胜、随行； 
舍此生而去，唯带此随行。 

Asà dhà raõ ama¤ ¤ esa§ , acorà haraõ o nidhi; 
Kayirà tha dhãro pu¤ ¤ à ni, yo nidhi anugà miko. 

不与他人共，不被贼盗宝， 
所造坚固福，为其随行宝。 

Esa devamanussà na§ , sabbakà madado nidhi; 
Ya§  yadevà bhipatthenti, sabbametena labbhati. 

这是天与人，与一切欲宝， 
凡是所愿者，能得此一切。 

Suvaõ õ atà  susaratà , susaõ ñhà nà  surå patà . 
â dhipaccaparivà ro, sabbametena labbhati. 

美容及美声，美形并美色， 
权力与随从，能得此一切。 

Padesarajja§  issariya§ , cakkavattisukha§  piya§ ; 
Devarajjampi dibbesu, sabbametena labbhati. 

地方王主权，转轮王喜乐， 
天界的天王，能得此一切。 

Mà nussikà  ca sampatti, devaloke ca yà  rati; 
Yà  ca nibbà nasampatti, sabbametena labbhati. 

人间的成就，天界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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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盘的成就，能得此一切。 
Mittasampadamà gamma, yonisova payu¤ jato. 
Vijjà  vimutti vasãbhà vo, sabbametena labbhati. 

朋友得成就，致力于如理， 
明解脱自在，能得此一切。 

Pañisambhidà  vimokkhà  ca, yà  ca sà vakapà ramã; 
Paccekabodhi buddhabhå mi, sabbametena labbhati. 

无碍解、解脱，声闻巴拉密， 
独觉与佛地，能得此一切。 

Eva§  mahatthikà  esà , yadida§  pu¤ ¤ asampadà ; 
Tasmà  dhãrà  pasa§ santi, paõ ó ità  katapu¤ ¤ atanti. 

如此大利益，即此福成就； 
故坚固智者，赞此所造福。) 

 
(排在这里的原因) 

现在来到排在〘墙外(经)(Tirokuñña)〙之后的是〚(有人)

藏宝藏(nidhi§  nidheti)〛等的〘伏藏(经)(Nidhikaõ ó a)〙。 
〚在说了(pg. 183)伏藏(经)，排在这里的原因， 
阐明了开示的缘起，我们将解释其义。〛 

此中，当知(本经排在)这里的原因如下：当知虽然此

〘伏藏(经)〙(排在这里)并不是依照世尊所开示(经典)的顺

序，由于为了互补为随喜而开示的〘墙外(经)〙，所以(把

本经)排在这里；或者以〘墙外(经)〙来显示了无福的失坏

〔失败〕后，为了以此来显示造了诸福的成就，所以把此

(经)排在这里。这是此(经)排在这里的原因。 
 

(开示此经的缘起) 
开示(此经)的缘起如下：据说，在沙瓦提城有一位(大)

地主〔资产家〕，富有、多财〔大财〕、多资产〔大资

产〕。他居家而有信心、净信，心离了悭〔吝啬〕垢。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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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他对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做了布施。当时，国王需要

钱财，他派一个人到他的面前(说)：〚(你)去，并把某某地

主带来！〛他前往后对该地主说：〚居士，国王在叫你！〛

地主以具备信等德【217】的心对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做

供养食物时，对(该遣使)说：〚男子，你先走，随后我将

(跟着)来，现在我正在藏宝藏！〛当时，当世尊食已满足，

在为该地主随喜时，为了显示该福成就的胜义伏藏，说了：

〚有人藏宝藏〛(等)的这些偈颂。这是开示(此经)的缘起。 
如此即：〚将说伏藏(经)排在这里的原因，阐明了开示

的缘起，我们将解释其义。〛 
 

(解释第一偈) 
(ß Nidhi§  nidheti puriso, gambhãre odakantike. 
Atthe kicce samuppanne, atthà ya me bhavissati.û  

有人藏宝藏，深埋近水穴， 
有事需用时，将可资益我：) 

此中，〚有人藏宝藏(nidhi§  nidheti puriso)〛：被贮藏

为〚宝藏(nidhi)〛，即被贮臵、保护、守护的(财宝之)涵

义。该(宝藏)有不动的(thà varo)、可走动的(jaï gamo)、靠肢

体的(aï gasamo)(及)随行的(anugà miko)四种。此中，〚不动

的(thà varo)〛：是指(埋)在地下、(放在阁楼等)高处〔高空

处〕(的财物)，或黄金(pg. 184)、金子、田、土地，或者其

它如此没有威仪路〔不会自己走动〕的(资产)，这(称为)固

定的宝藏。〚可走动的(jaï gamo)〛：是指婢、奴、象、牛、

马、驴、山羊、鸡、猪，或者其他如此与威仪路相应〔能够

走动〕的(资产)，这(称为)可走动的宝藏。〚靠肢体的

(aï gasamo)〛：是指工作处〔领域〕、技术处〔领域〕、明

处〔科学发展〕、多闻〔博学〕，或者其它如此学习之后，

犹如肢体所取的一般，与自己〔自体〕相系〔结合〕的(资

产 ) ， 这 ( 称 为 ) 靠 肢 体 〔 智 慧 〕 的 宝 藏 。 〚 随 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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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ugà miko)〛：是指布施所成、戒所成、修习所成、听法所

成、说法所成的福，或者其它如此能给与可意之果的福，犹

如能随行于各处一般，这(称为)随行(至来世)的宝藏。而放

着不动的(资产)为这里(宝藏)的意趣。 
〚藏(nidheti)〛－即放臵、收藏、守护。 
〚人(puriso-男子)〛－即人类。然而即使男子、女人、

黄门〔半择咖〕也会想要藏宝藏的，只是在此是以男子为首

而作的开示。从义理上，当知他们都应与这里相结合的。 
〚深埋近水穴(gambhãre odakantike)〛：可使潜入的涵

义 为 〚 深 (gambhãra) 〛 。 接 近 水 的 状 态 为 〚 近 水 穴

(odakantika)〛。有深的但不是近水穴，如在沙漠地面有百人

〔百丈〕(深)的井；有近水穴但不是深的，如在低洼沼泽有

一、两张手(深)的坑；有既深且又是近水穴的【218】，如

在丛林〔沙漠〕的地面挖掘乃至：〚现在水将出来了〛的

井。这：〚深埋近水穴〛即关于该(第三种)而说的。 
〚有事需用时(atthe kicce samuppanne)〛：不离去利益

为〚需用(attha)〛；即带来利益、带来益利而说的。所应做

的为〚有事(kicca)〛；即有某应做的(事)而说的。生起为

〚samuppanna(发生-未译出)〛；即有所应做的(事)现前而

说的。而在那有事需用时(atthe kicce samuppanne)。 
〚将可资益我(atthà ya me bhavissati)〛－这显示伏藏的

目的。他贮藏该(宝藏)的利益为：〚当有某事情发生时，将

能为我带来利益，它将能为我达成该事。〛当知在有事发生

时，那(伏藏)即有达成该事的资助〔利益〕。 
 

(解释第二偈) 
(ß Rà jato và  duruttassa, corato pãëitassa và ; 
Iõ assa và  pamokkhà ya, dubbhikkhe à padà su và . 
Etadatthà ya lokasmi§ , nidhi nà ma nidhãyati.û  

向国王诬告，被盗贼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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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借债脱困，饥馑、灾难时。 
为这些目的，谓世间藏宝。) 

如此(世尊)为了显示伏藏的目的而显示了达到(该)资益

的意趣后；现在为了显示离去不利的意趣时说了：〚向国王

(pg. 185)诬告，被盗贼掠夺，为借债脱困，饥馑、灾难时

(rà jato và  duruttassa, và ;iõ assa và  pamokkhà ya, dubbhikkhe 
à padà su và )〛。 

其 涵 义 为 ： 当 知 在 〚 将 可 资 益 我 (atthà ya me 
bhavissati)〛与〚为借债脱困(iõ assa và  pamokkhà ya)〛两句

所说的〚将可(bhavissati)〛与〚脱困(pamokkhà ya)〛当依所

生成的而结合在一起。在此的结合为：人(们)藏宝藏不只是

〚将可以资益我〛而已，(他也可能在藏宝藏时想：)当有敌

人或敌友以：〚这个人是盗贼〛、〚(这个人)是奸夫〛，或

〚 ( 这 个 人 ) 是 逃 税 者 〔 税 处 〕 〛 如 此 等 方 式 来 诬 告

(duruttassa)我时，(我)将能够从国王(rà jato)(那里)脱困。诸

盗贼(corato)以破坏(门)锁来偷取财物或以威胁生命来掠夺

(pãëitassa-逼迫)(说)：〚给我这么多黄金、金子〛时，我将

能够从盗贼脱困。假如有诸债主来催讨我(说)：〚请还债

来 〛 时 ， 我 将 能 够 对 所 催 讨 的 借 债 (iõ assa và ) 脱 困

(pamokkhà ya)。当在饥馑之时，收成不好，难得食物〔团

食〕，在那时〔那里〕是很难以少有财物来维持生活的，或

许我将有如此种类的饥馑(dubbhikkhe)【219】；当有灾难发

生时，或有火(灾)、水(灾)、不肖子嗣，或许我将会发生如

此的灾难(à padà su)，(为了这些目的，)所以人们藏宝藏。 
如此(世尊开示了)以达到(该)资益的意趣及离去不利的

意趣之两首偈颂来显示伏藏的目的后，现在在对那两种目的

作 结 论 时 说 了 ： 〚 为 这 些 目 的 ， 谓 世 间 藏 宝 (etadatthà ya 
lokasmi§ , nidhi nà ma nidhãyati)〛。 

其涵义为：这以〚将可资益我(atthà ya me bhavissati)〛

与〚向国王诬告(rà jato và  duruttassa)〛如此等来显示达到(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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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益及离去不利；〚为这些目的(etadatthà ya)〛、为了这些

生成的目的，在这器〔空间〕世间有人放臵、贮藏黄金、金

子等，〚谓世间藏宝(nidhi nà ma nidhãyati)〛。 
 

(解释第三偈) 
(ß Tà vassunihito santo, gambhãre odakantike; 
Na sabbo sabbadà  eva, tassa ta§  upakappati.û  

即使善贮藏，深在近水穴， 
并非一切时，能资助一切。) 

现在(pg. 186)由于如此藏宝藏只有具福者他才能有好的

帮助之意趣，而不是其他人，因此(世尊)在阐明该义时说

了：〚即使善贮藏，深在近水穴，并非一切时，能资助一切

(tà vassunihito santo, gambhãre odakantike; na sabbo sabbadà  eva, 
tassa ta§  upakappati)〛。 

其 涵 义 为 ： 他 的 藏 宝 〚 即 使 善 贮 藏 (tà vassunihito 
santo)〛，即使是善的挖掘后而放臵的而说的。是如何的善

呢？〚深在近水穴(gambhãre odakantike)〛－即乃至贮藏在称

为深在接近水的(坑)，则称为〚善的〛。 
〚并非一切时，能资助一切(na sabbo sabbadà  eva, tassa 

ta§  upakappati)〛－该人〔男子〕贮藏了并无法在一切时资

益、成就该一切(上面)所说的当做之事而说的，有时能够资

益，有时则无法资益。而当中的〚ta§ (该-未译出)〛－当知

为只是为了满足句子的不变词，就如在：〚犹如该(ta§ )不

放逸者的精勤〔热忱〕440〛如此等的(ta§ )一般；或者在性别

上 做 了 改 变 ， 本 来 应 当 说 〚 so( 他 ) 〛 的 ， 而 说 成 了

〚ta§ (她)〛。在如此说时，该义是容易发觉的。 
 
 
                                                 
440 M.i,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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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第四、五偈)【220】 
(ß Nidhi và  ñhà nà  cavati, sa¤ ¤ à  và ssa vimuyhati; 
Nà gà  và  apanà menti, yakkhà  và pi haranti na§ . 
Appiyà  và pi dà yà dà , uddharanti apassato; 
Yadà  pu¤ ¤ akkhayo hoti, sabbameta§  vinassati.û  

藏宝处消失，或记忆忘失， 
被龙所除去，夜叉所带走； 
被不肖子嗣，偷走而不见， 
当他福尽时，一切即消失。) 

如此(世尊)说了：〚并非一切时，能资助一切〛后，现

在在显示那些无法资助的原因时说了：〚藏宝处消失，或记

忆忘失，被龙所除去，夜叉所带走，被不肖子嗣，偷走而不

见 (nidhi và  ñhà nà  cavati, sa¤ ¤ à  và ssa vimuyhati; nà gà  và  
apanà menti, yakkhà  và pi haranti na§ ; appiyà  và pi dà yà dà , 
uddharanti apassato)〛。 

其涵义为：在善贮藏处的该宝藏(nidhi và )可能从该处消

失(ñhà nà  cavati)、不见、离去，即使是无思的〔不是有心识

的动物〕(金、银等宝藏)，在福尽时也会到其它处去的。 
〚或记忆忘失(sa¤ ¤ à  và ssa vimuyhati)〛－他(忘记)而不

知道该藏宝藏的处所了。 
或因福尽所催促〔激励〕，被龙(nà gà  và )把该宝藏除到

其它处去(apanà menti)。 
〚夜叉所带走(yakkhà  và pi haranti)〛－或因(夜叉)想要

而(pg. 187)拿走了。 
或者有不肖〔不爱〕子嗣(appiyà  và pi dà yà dà )挖掘地

后，偷走该宝藏而不见了( uddharanti apassato)441。 
如此由于(藏宝)处消失等这些原因，使他的宝藏无法资

                                                 
441 另一种读法为：〚或者在没看见时，被不肖子嗣挖掘地后而偷走该宝藏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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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如此(世尊)说了在共认的世间由于(藏宝)处消失等无法

资益的原因后，现在在显示这些原因的根本状态，而且仅是

单一原因即是称为〚福尽〛时说了：〚当他福尽时，一切即

消失(yadà  pu¤ ¤ akkhayo hoti, sabbameta§  vinassati)〛。 
其涵义为：在生成财物成就的福尽(pu¤ ¤ akkhayo)了之

时，导致给财物消失做了非福的机会之处，使得这 一 切

(sabbameta§ )已贮藏的宝藏所生的黄金、金子等财物都将消

失(vinassati)了。 
 

(解释第六偈) 
(ß Yassa dà nena sãlena, sa§ yamena damena ca; 
Nidhã sunihito hoti, itthiyà  purisassa và .û  

男子或女人，布施或持戒， 
自制或调伏，为善贮伏藏。) 

如此世尊说了即使以各种意趣〔目的〕贮藏(宝藏)，而

该意趣由于各种消失法使得在共认的世间之藏宝无法资益

后，现在为了显示福成就的胜义伏藏，在显示为了给该地主

随喜而开始(开示)的这部〘伏藏(经)〙时说了：〚男子或女

人，布施或持戒，自制或调伏，为善贮伏藏(yassa dà nena 
sãlena, sa§ yamena damena ca; nidhã sunihito hoti, itthiyà  
purisassa và )〛。【221】 

此中，〚布施(dà nena)〛－当取在(〘吉祥经〙的)〚布

施与法行〛那里所说的(解释)方式。 
〚持戒(sãla§ -戒)〛－为身(与)语的不违犯；或者五

支、十支、巴帝摩卡律仪等一切戒，为这里〚戒〛的意趣。 
〚自制(sa§ yamo)〛－抑制、自制442；即遮止心到各种

所缘而说的；这是定的同义词。当自制拥有：〚手的自制、
                                                 
442 锡兰版没有〚自制(sa§ yamo)〛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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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的自制、语的自制，有最上的自制443〛，即称为在此最上

的自制。其他人则说：抑制、自制，即说为〚防护〛；这是

根律仪的同义词。 
〚调伏(damo)〛－调伏；即寂止烦恼而说的；这是慧的

同义词。慧有些处称为(pg. 188)慧，如在：〚欲听闻者获得

慧444〛如此等；有些处(称)为法，如在：〚谛〔真实〕、

法、坚固、施舍445〛如此等；有些处(称)为调伏，如在：

〚假如没有比谛〔真实〕、调伏、施舍、忍耐更(殊胜)的
446〛等。 

如此在了知了布施等之后，现在当知这首偈颂的要义

〔聚义；略义；简义〕如下：凡男子或女人以布施、持戒、

自制与调伏这四法，犹如以黄金、金子、珍珠、摩尼〔宝

珠〕，或把黄金等放入在一处〔一个地方〕所贮藏的财物所

成之宝藏一般；同样地，对福所成的宝藏与在一心相续对

(佛)塔等对象〔事〕做布施等，善做那些(布施等)，则成为

善贮藏。 
 

(解释第七偈) 
(ß Cetiyamhi  ca saï ghe và , puggale atithãsu và ; 
Mà tari pitari cà pi, atho jeññhamhi bhà tari.û  

对塔或僧团，个人或宾客， 
母亲或父亲，或者对长兄，) 

如此世尊以〚布施(yassa dà nena)〛(等)这首偈颂来显示

福成就的胜义宝藏后，现在在显示所贮藏处善贮伏藏的该事

〔对象〕时说了：〚对塔或僧团，个人或宾客，母亲或父

亲，或者对长兄(cetiyamhi  ca saï ghe và , puggale atithãsu và ; 
                                                 
443 Dhp.p.102,v.362. 
444 SN.p.33,v.186. 
445 SN.p.33,v.188. 
446 SN.p.33,v.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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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à tari pitari cà pi, atho jeññhamhi bhà tari)〛。 
此中，可被堆积为〚塔(cetiya§ )〛，即应被供养〔礼

敬〕而说的；或者被堆积的为〚塔〛。这(塔)有三种，

【222】即受用塔、指示〔代表〕塔及舍利塔。此中，菩提

树为受用塔；佛像为指示〔代表〕塔；有舍利室(且里面放)

有舍利的塔为舍利塔。 
〚僧团(saï gha)〛－即以佛陀为首等的某一(种僧团)。 
〚个人(puggala)〛－即以在家、出家等的某一(种个

人)。 
他没有止住(处)，或在当天来的447为〚宾客(atithi)〛；

这即是在(他)来的该刹那即应招待〔这即是在该刹那来的客

人〕的同义词。其余的则与所说的相同。 
如此在了知了(佛)塔等(义)之后，现在当知这首偈颂的

要义〔聚义；略义；简义〕如下：该伏藏称为〚善贮藏〛，

即在这些事〔对象〕是善贮藏。为什么呢？由于能够带来

〔生起〕长久〔长夜〕可爱之果的缘故；即使对(佛)塔少所

布施，即能获得长久〔长夜〕可爱之果。如说： 
〚以一朵花(pg. 189)供养后，就在八亿劫当中， 
我不知道恶趣，这是布施花的果448。〛 
〚假如施舍少量的快乐，将可见到大的快乐〔若舍

于小乐，得见于大乐〕。449〛 
如此当知在〘布施清净(Dakkhiõ à visuddhi)(经)〙、〘韦拉玛

经(Velà masutta)〙等所说的方法，对僧团等对象所作布施之

果的分类。犹如在对(佛)塔等布施显示所产生的胜妙之果；

在一切处各个致力〔发勤〕后，即以行持及止持(等)的戒，
                                                 
447 锡兰版的〚止住(ñhiti 站立；停止)〛，缅甸版为〚阴历(tithi)〛，所以这句译

文为：〚没有(按照行事)历或在当天来的(客人)为〜宾客〝〛，但译文较不

通顺。 
448 锡兰版没有〚这是布施花的果〛。 
449 Dhp.p.82,v.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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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佛随念(等)的自制，以对该对象〔事〕观〔维巴萨那〕、

作意、省察的调伏，当知同样的也能产生胜妙之果。 
 

(解释第八偈) 
(ß Eso nidhi sunihito, ajeyyo anugà miko; 
Pahà ya gamanãyesu, eta§  à dà ya gacchati.û  

此善贮伏藏，无能胜、随行； 
舍此生而去，唯带此随行。) 

如此世尊显示了以布施等来贮藏分成(供养佛)塔等对象

〔事〕的福所成宝藏〔福藏〕后，现在在显示这些对象

〔事〕的善贮伏藏与深埋 近水穴的宝藏之差别时说了：

【223】〚此善贮伏藏，无能胜、随行；舍此生而去，唯带

此 随 行 (eso nidhi sunihito, ajeyyo anugà miko; pahà ya 
gamanãyesu, eta§  à dà ya gacchati)〛。 

此中，在指出前(首偈颂)句中以该布施等的善贮伏藏时

为〚此善贮伏藏(eso nidhi sunihito)〛。 
〚无能胜(ajeyyo)〛－即不可能被他人打胜后而捕捉

450。也诵成：〚 acceyyo(ajjeyyo)〛－它应当被尊敬、值得

尊敬；即应当积集〔聚集〕希求于利益与快乐的涵义。而且

在这种诵法以〚此伏藏应尊敬(eso nidhi acceyyo)〛结合后，

再以〚为什么(kasmà )〛接着来指出后，接着应结合：〚由

于善贮藏随行(yasmà  sunihito anugà miko)〛。此外，所说的

善 贮 藏 应 被 尊 敬 ， 而 不 是 善 贮 藏 的 当 被 尊 敬 (sunihito 
accanãyo)，因此那只是已被尊敬的(accito eva hi so)。 

随着而行为〚随行(anugà miko)〛；即使(在死后)在到了

他世〔来世〕时，也不会舍弃所该给与之果的涵义。 
〚舍此生而去，唯带此随行(pahà ya gamanãyesu, eta§  

à dà ya gacchati)〛－在死亡现前之时，在舍弃了一切财物而去
                                                 
450 锡兰版有〚为无能胜〛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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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时，是带〔持〕此(福的)宝藏到他世去的。据说是这个涵

义，但那并不非如此。为什么呢？因为财物(pg. 190)是不应

带去的，所以那些财物是应当舍弃而不应带去的；所当前往

的为(投生)各殊胜的趣。假如有此涵义的话，则可说成〚由

舍弃财物，当前往殊胜的趣〛了。因此，当知在此的涵义

为：以〚藏宝处消失〛如此等(所说的)方式，在死亡(来临)

舍弃了诸财物而前往时，唯带此随行；那(福业)是随行(到

来世)而不舍弃的。此中有〚在应当前往(gamanãyesu)〛，在

此为〚在当前往(gantabbesu)〛的涵义，而不是〚在前往时

(gacchantesu)〛，那并非绝对可取的。犹如：〚圣出离(ariyà  
niyyà nikà )451〛，在此为出离〔导出〕的涵义，而非应当出

离；同样地，在此是〚在前往时〛的涵义，而不是〚应当前

往〛。或者由于在这死亡之时，有些想要布施，然而无法

〔不得〕拿到〔摩触到〕财物，所以他首先应当以身体

【224】舍弃该财物，后来以心离去希求所当前往，即应当

超越(它们)而说的。因此，当知该财物是先以身体舍弃，后

来则以心而所当前去，如此为这里的涵义。前义是以处格来

指明：舍弃所当去的财物，在从此取出这一种丰富的福藏后
452，带到(他世)去；后义是以名词对(其它)名词特相的处

格，用以所当前去财物的名词来取对这所当前去宝藏的名词

作辬相。453 
                                                 
451 SN.p.140. 
452  缅甸版的〚这一种〛，锡兰版为〚如此这〛；缅甸版的〚丰富〛，锡兰版为

〚分类〛。其译文为：〚在如此取出这种福藏后〛。 
453  上面所讲的涵义，即在谈论：〚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金银财宝带

不去，唯有善恶业随身〛的道理；无论人们在世时所藏的宝藏有多么多，是

多么的富有，到了死亡来临之时，这些都是带不走的，唯有在世时所造的善

恶业会如影随形般地跟着自己到后世去，并受善恶的果报。佛陀在讨论世人

藏宝藏之余，更赞叹布施修福等福所成的真正宝藏。在上文中有〚所当前

往；应当前去(gamanãya)〛等之词，事实上，〚前往、去、走、趣、到〛在

巴利语都是同样的涵义，只是在中文译法、用法有别而已；而上面是用在

〚死后投生他界〛及〚带走福藏〛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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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第九偈) 
(ß Asà dhà raõ ama¤ ¤ esa§ , acorà haraõ o nidhi; 
Kayirà tha dhãro pu¤ ¤ à ni, yo nidhi anugà miko.û  

不与他人共，不被贼盗宝， 
所造坚固福，为其随行宝。) 

如此世尊显示了这福藏与深埋近水穴的宝藏之差别后，

再犹如商人对买客赞美自己货物之德，以促成购买(更)多的

货物一般；(世尊)在赞叹自己所开示的福藏之德，以激励诸

天与人(造作)福藏时说了：〚不与他人共，不被贼盗宝，所

造 坚 固 福 ， 为 其 随 行 宝 (asà dhà raõ ama¤ ¤ esa§ , acorà haraõ o 
nidhi; kayirà tha dhãro pu¤ ¤ à ni, yo nidhi anugà miko)〛。 

此中(pg. 191)，〚不与他人共(asà dhà raõ ama¤ ¤ esa§ )〛

－ 即 不 与 其 他 人 共 有 〔 共 通 〕 ( 的 意 思 ) 。 ( 当 中 )

〚(asà dhà raõ ama¤ ¤ esa§ )的ma〛字，是做为句子连接用的，

犹 如 在 〚 不 苦 不 乐 受 相 应 (adukkhamasukhà ya vedanà ya 
sampayuttà )〛等(的〚ma〛字)一般。 

不被诸盗贼所偷盗为〚不被贼盗(acorà haraõ o)〛，即诸

盗贼拿不走的涵义。 
可被贮藏为〚宝(nidhi-宝藏)〛。 
如此以(前)两句来赞叹福藏之德后；同样地，在用两

(句)来策励时说了：〚所造坚固福，为其随行宝(kayirà tha 
dhãro pu¤ ¤ à ni, yo nidhi anugà miko)〛。 

其涵义为：由于称为福藏是不与其他人共通，且不会被

盗贼所偷盗的；该宝藏不只是不与(他人)共通与不会被盗贼

所偷盗，而且由〚此善贮伏藏，无能胜、随行〛那里所说

的，该宝藏还是随行(到后世)的，以及由于该(随行的)即是

福，所以坚固者、具足觉悟、具足坚固之人请造、当造福！ 
 

(解释第十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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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 Esa devamanussà na§ , sabbakà madado nidhi; 
Ya§  yadevà bhipatthenti, sabbametena labbhati.û  

这是天与人，与一切欲宝， 
凡是所愿者，能得此一切。) 

如此世尊以赞叹福藏之德来激励诸天与人后，现在对该

激励后而造作福藏之成就(者)，在简略地显示它所带来的那

些 果 ( 报 ) 时 说 了 ： 〚 这 是 天 与 人 ， 与 一 切 欲 宝 (esa 
devamanussà na§ , sabbakà madado nidhi)〛454。【225】 

现在由于是以发愿相结合而给与一切所想要〔欲〕的，

而不是没发愿的，如说：〚诸居士，假如在行法行、正行时

希望：〜希望我在身坏死后，投生到与刹帝力的大堂为伴〝

者，这是可能的〔有是处的〕，他能够在身坏死后，投生到

与刹帝力的大堂为伴的。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行法行、

正行的缘故。455〛同样地，〚(他)能够以无漏心解脱、慧解

脱，就在现法〔当下〕以自己的通智作证后具足住。那是什

么原因呢？因为他行法行、正行的缘故。456〛并且，同样地

(pg. 192)，(世尊)说〚诸比库，在此有比库拥有信，(拥有)

戒，(拥有多)闻，(拥有)舍，拥有慧，他如此(发愿说)：

〜希望我在身坏死后，投生到与刹帝力的大堂为伴。〝他精

勤于该心，决意该心，修习该心；他安住于诸行，并且如此

修习、如此多作(修习)，即能导致投生那里457〛如此等。 
因此在显示以该各个希求的方式，精勤、决意、修习心

的资助之愿望，为该给与一切458欲的因时说：〚凡是所愿

者 ， 能 得 此 一 切 (ya§  yadevà bhipatthenti, sabbametena 
labbhati)〛。 
                                                 
454 即这些布施、持戒等是能为诸天与人带来所想要获得、达成的〚福藏〛。 
455   M.i,p.289. 
456   M.i,p.289. 
457   M.iii,pp.99~100. 
458 锡兰版没有〚一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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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第十一偈) 
(ß Suvaõ õ atà  susaratà , susaõ ñhà nà  surå patà . 
â dhipaccaparivà ro, sabbametena labbhati.û  

美色及美声，美形并美貌， 
权力与随从，能得此一切。) 

现在(世尊)在显示该〚能得此一切〛所限定的范围时说

了：〚美色及美声(suvaõ õ atà  susaratà )〛如此等偈。 
此中，在(提到所能得范围五首偈颂中)第一首偈颂的

〚美色(suvaõ õ atà )〛－是指善妙颜色的皮肤、犹如金(色)的

皮肤；该福藏能获得此(美色)，如说：〚诸比库，如来在前

世之时，……，由于先前处在人间，不忿怒、少有失望〔多

不恼害〕；即使被(人)多所言说〔批评〕【226】也不还嘴

〔叱责〕、不忿怒、不苦恼、不对抗〔不顽固〕，并且不会

没有因缘而现出忿怒、瞋恚；而且由于布施细致、柔软的敷

物、上衣及细致的麻、(细致的)绵、(细致的)绢布、(细致

的)毛布。以该所造、所积集的业……在来此世之时，得此

大人相，即：有金色、犹如金(色)的皮肤。459〛 
〚 美 声 (susaratà ) 〛 － 是 指 梵 音 ， ( 犹 如 ) 迦 拉 威 迦

(karavãka-迦陵频伽；一种美声鸟)(鸟的)叫(声)；该(福藏)

能获得此(美声)，如说(pg. 193)：〚诸比库，如来在前世之

时，……，舍粗恶语，离粗恶语，凡(所说)之语柔和、悦

耳，……说如此之语。以该所造、所积集的业……在来此世

之时，得此二大人相，即：广长舌及(犹如)迦拉威迦〔迦陵

频伽〕叫的梵音。460〛 
〚美形(susaõ ñhà nà )〛－即好的外形；是指各处周围适

宜、平整、圆满，即肢体所处之处周围平整、圆满而说的；
                                                 
459   D.iii,p.159. 
460   D.iii,p.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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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福藏)能获得此(美形)，如说：〚诸比库，如来在前世之

时，……，由于先前处在人间，希求众人利益、希求益利、

希求安乐、希求诸轭(yoga-四轭，即：欲贪、有贪、邪见及

无明)安稳(而思惟)：〜我如何能增长信，(如何)能增长

戒、(多)闻、施舍、智慧、财物、谷物、田、地、两足、四

足(的牲畜)、妻儿、奴仆、亲戚、朋友、亲属呢？〝以该

(所造、所积集)的业……，得此三大人相，即：上身如狮

子、(两)肩间充满、颈部〔两肩〕【227】圆整平满461〛如

此等。以此方式在各处诸经句中也能引用此福宝所能获得其

它(善报)的诸例证，由于恐怕太详细了，所以现在我将简略

地解释其余的句子。 
〚美貌(surå patà )〛－在此当知整个身体为〚貌(rå pa-

色)〛，犹如在：〚(以骨、筋、肉、皮、肤，)被虚空所围

绕，称为〜色〝462〛等一般；该貌的美丽为美貌，即不太

高、不太矮、不太瘦、不太胖、不太黑、不太白而说的。 
〚权力(à dhipacca)〛－主权的状态；即刹帝力大堂等的

主人状态之涵义。 
〚随从(parivà ro)〛－对于在家人为亲属、随从成就；对

于出家人为(四)众成就。权力及(pg. 194)随从为〚权力与随

从〛。 
而且当中，当知以美色等为身成就，以权力为财物成

就，以随从为亲属、随从成就而说的。 
〚能得此一切(sabbametena labbhati)〛－即在该〚凡是

所愿者，能得此一切〛所说的。当知在此即是(所能得范围

五首偈颂中的)第一(首偈颂)463指出所限定的范围时所说的

〚美色〛等，是能得此一切的。 
                                                 
461   D.iii,p.164. 
462   M.i,p.190. 
463   〚第一〛，锡兰版为〚六法〛，即：美色、美声、美形、美貌、权力及随

从。 



小诵经注 

 266 

 
(解释第十二偈) 
(ß Padesarajja§  issariya§ , cakkavattisukha§  piya§ ; 
Devarajjampi dibbesu, sabbametena labbhati.û  

地方王主权，转轮王喜乐， 
天界的天王，能得此一切。) 

如此(世尊)以此偈颂显示了由福的威力，成就诸天与人

可获得国王以内的成就后，现在在显示那(天及人)两者王位

的成就时说了：〚地方王(padesarajja§ )〛(等)的这首偈颂。 
此中，〚地方王(padesarajja§ )〛－即未满整个大地的各

个地方之王，即使是一个岛〔洲〕(的王也算地方王)。 
主权的状态为〚主权(issariya§ )〛；以此显示为这(赡部

〔印度〕)洲的转轮王。 
〚转轮王喜乐(cakkavattisukha§  piya§ )〛－即可意、可

喜、悦意的转轮王乐464；以此显示为这四(大洲)的转轮王。 
诸天之王为〚天王(devarajja§ )〛；以此显示(犹如在)人

间(时)的曼达督(Mandhà tu)等的天王。 
〚天界(api dibbesu)〛－以此为天的状态，称为〚天

界〛；即显示(包括)那些投生在天身(在内)的天王。 
〚能得此一切(sabbametena labbhati)〛－就在该〚凡是

所愿者，能得此一【228】切〛所说的，当知在此即是第二

(首偈颂)指出所限定的范围时所说的〚地方王〛等，是能得

此一切的。 
 

(解释第十三偈) 
(ß Mà nussikà  ca sampatti, devaloke ca yà  rati; 
Yà  ca nibbà nasampatti, sabbametena labbhati.û  

人间的成就，天界的快乐， 
                                                 
464   锡兰版没有〚转轮王乐〛这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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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盘的成就，能得此一切。) 
如此(世尊)以此偈颂显示了由福的威力，可获得诸天与

人王的成就后，现在在归纳所说(前)两首偈颂的成就，并显

示 涅 盘 的 成 就 时 说 了 ： 〚 人 间 的 成 就 (mà nussikà  ca 
sampatti)〛(等)的这首偈颂。 

以下是对此句(义)的解释：这是诸人为〚人类〛；只是

人类为〚人间(mà nussikà )〛。 
成功为〚成就(sampatti)〛。 
诸天的世间为天界，而在该〚天界(devaloke)〛。 
〚yà (凡-未译出)〛－即尽包括而无有剩余(的意思)。 
由内自所产生，或由外面的资助(而产生)的喜乐为〚快

乐(rati)〛；此为快乐(或)快乐事的(pg. 195)同义词。 
〚yà (凡-未译出)〛－为不定词。 
〚ca(及-未译出)〛字，为与前面成就相连接〔聚；简

略〕之义。 
只是涅盘为〚涅盘的成就(nibbà nasampatti)〛。 
以下是该义的解释：以〚美色〛等句谈到了人间的成就

及天界的快乐，以及在第三(首偈颂)指出所限定的范围，之

后可以由随信行等而证得涅盘的成就，而能得此一切(涅盘

的成就等)的。或者凡先前的〚美色〛等所未提到的：〚那

些英勇的具念者465，……在此住于梵行〛，如此等方式所开

示而分为慧、聪明等人间的成就，及其它在天界的禅那等快

乐，以及如(本偈)所说种类的涅盘之成就，即在此第三(首

偈颂指出所限定)的范围，是能得此一切的。如此当知是在

此该义的解释。 
 

(解释第十四偈) 
(ß Mittasampadamà gamma, yonisova payu¤ jato. 

                                                 
465   〚英勇的具念者(så rà  satimanto)〛，锡兰版为〚善具念者(susatãma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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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jjà  vimutti vasãbhà vo, sabbametena labbhati.û  
朋友得成就，致力于如理， 
明解脱自在，能得此一切。) 

如此(世尊)以此偈颂显示了由福的威力，可以由随信行

等而证得涅盘的成就后，现在在显示可证得的三明(及)俱分

〔 两 方 〕 解 脱 的 该 方 法 时 说 了 ： 〚 朋 友 得 成 就

(mittasampadamà gamma)〛(等)的这首偈颂。 
以下是对此句(义)的解释：成功获得明显之德为〚成就

(sampadà )〛；只是朋友的成就为〚朋友成就〛，而该朋友

成【229】就(mittasampada§ )。 
〚得(à gamma-来)〛－即依止。 
〚如理(yoniso)〛－即方法。 
〚致力于(payu¤ jato)〛－即保持努力。 
由此而了知为〚明〛；由此而解脱或自己解脱为〚解

脱〛。明及解脱为〚明解脱〛466；在明解脱自在的状态为

〚明解脱自在(vijjà  vimutti vasãbhà vo)〛。 
以下是该义的解释：依于导师或一位可尊敬的同梵行者

而得朋友成就，在听取他的教诫及教授后依教奉行，由致力

于如理而(证得)宿住〔宿命〕等三明，(以及)由：〚在此，

什么是解脱呢？即心的胜解及涅盘467〛如此而来分为八定

〔等至〕(及)涅盘的解脱，而且以各个方式不迟滞的(pg. 196)
自在，即在此第四(首偈颂)指出所限定的范围，是能得此一

切的。 
 

(解释第十五偈) 
(ß Pañisambhidà  vimokkhà  ca, yà  ca sà vakapà ramã; 
Paccekabodhi buddhabhå mi, sabbametena labbhati.û  

                                                 
466   锡兰版没有〚明及解脱为〜明解脱〝〛这几字。 
467   Dhs.p.234, 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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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碍解、解脱，声闻巴拉密， 
独觉与佛地，能得此一切。) 

如此(世尊)以此偈颂显示了由福的威力，可以得获前面

所说的明、解脱自在分，而且也可以证得三明、俱分〔两

方〕解脱状态的涅盘成就后，现在由于在显示获得了明、解

脱自在，及获得的三明、俱分〔两方〕解脱，及一切无碍解

等德是明显的，以及以各种方式来获得此福成就及该德468明

显 的 足 处 〔 近 因 〕 时 ， 因 此 说 了 ： 〚 无 碍 解 、 解 脱

(pañisambhidà  vimokkhà  ca)〛(等)的这首偈颂。 
从正所做的，及在分成这法、义、辞、辩的慧，称为

〚无碍解(pañisambhidà )〛。 
凡 以 此 ： 〚 以 有 色 而 见 诸 见 469 〛 等 方 式 的 八 解 脱

(vimokkhà  ca)。 
凡世尊的诸弟子〔声闻〕所可得的，而成就弟子〔声

闻〕相关的，为〚声闻巴拉密(sà vakapà ramã)〛。 
凡以自觉悟〔自成觉悟而无导师〕的状态相关的，为

〚独觉(paccekabodhi 辟支菩提)〛。 
凡 为 一 切 有 情 最 上 者 的 状 态 相 关 的 ， 为 〚 佛 地

(buddhabhå mi)〛。 
当知在此第五(首偈颂)指出所限定的范围，是能得此一

切的。 
 

(解释第十六偈) 
(ß Eva§  mahatthikà  esà , yadida§  pu¤ ¤ asampadà ; 
Tasmà  dhãrà  pasa§ santi, paõ ó ità  katapu¤ ¤ atanti.û  

如此大利益，即此福成就； 
故坚固智者，赞此所造福。) 

                                                 
468   锡兰版没有〚德〛字。 
469   D.ii,p.70; M.ii,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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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世尊以这五首偈颂对其所限定的范围来显示所说的

【230】〚凡是所愿者，能得此一切(ya§  yadevà bhipatthenti, 
sabbametena labbhati)〛后，现在在赞叹称为这〚与一切欲

宝〛的一切470福成就时，以：〚如此大利益(eva§  mahatthikà  
esà )〛(等)这首偈颂来做开示的终结。 

以下是对此句(义)的解释：〚如此(eva§ )〛－即指出过

去之义。 
有大的利益为〚大利益(mahatthikà )〛；即带来〔导致〕

大利益而说的；也诵成〚mahiddhikà (大神力)〛。 
〚esà (此-未译出)〛－为指示词；即在指出从〚布施或

持戒〛到〚所造坚固福〛所说的福成就。 
〚即此(yadida§ )〛－为对照义的不变词；即为了说明

〚凡此(yà  esà )〛而指出〚此(esà )〛的对照。 
诸福的成就为〚福成就(pu¤ ¤ asampadà )〛。(pg. 197) 
〚故(tasmà )〛－为原因之词。 
〚坚固(dhãrà )〛－即诸具坚固者。 
〚赞(pasa§ santi)〛－即赞叹。 
〚智者(paõ ó ità )〛－即诸具足慧者。 
〚所造福(katapu¤ ¤ ata§ )〛－即造了福的情况。 
以下当知是该义的解释：如此世尊赞叹了以福成就的威

力，可证得以美色为初，佛地为终结的利益后，现在在指出

该要义〔聚义；略义；简义〕，来赞叹如所说福成就的大利

益时说：由如此大的利益而带来此大利益，这即是我所开

示：〚(男子或女人，)布施或持戒〛等方式的福成就；因

此，像我这样的坚固者、智者，为了诸有情带来利益与快

乐，以精勤〔不疲倦〕、如实之德的(佛)法开示，在这里所

开示的：〚不与他人共，不被贼盗宝〛等，以及(在此)所未
                                                 
470   锡兰版没有〚一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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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471：〚诸比库，请不要怕诸福！诸比库，该(福)是快乐

的同义词，这即是诸福472〛等之语，以各种行相差别来赞叹

所造之福，不要存有偏见〔不要落于一边〕。 
在开示结束时，该在家居士与大众都(证得而)住立于索

答般那〔预流〕果，并且到高沙喇国的巴斯那地(Kosalarà ja 
Pasenadi 憍萨罗国的波斯匿)王前报告这件事情〔说了此

义〕。国王(听了之后)非常满意地庆贺(说)：〚善哉〔萨

度〕，居士！善哉〔萨度〕，【231】居士！你贮藏了连我

也无法拿走的宝藏〛，并做了大供养〔恭敬〕。 
 

〘小诵经〙的注释－〘阐明胜义〙 
〘伏藏经〙的解释已结束 

                                                 
471   锡兰版没有〚所未说的〛字。 
472   A.iv,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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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慈经注  
Mettasuttavaõ õ anà  

 
(Karaõ ãyamatthakusalena,  
yanta§  santa§  pada§  abhisamecca; 
sakko ujå  ca så jå  ca, suvaco c'assa mudu anatimà nã. 

对于证知了寂静的境界，善于利益者应当做的是： 
堪能、正直与端正，易受劝、柔和、不骄慢。 

Santussako ca subharo ca, appakicco ca sallahukavutti; 
santindriyo ca nipako ca, appagabbho kulesu ananugiddho. 

知足与容易护持，少事务与生活简朴， 
寂静诸根与明智，不鲁莽与不贪着诸俗人家。 

Na ca khudda§  samà care ki¤ ci, yena vi¤ ¤ å  pare 
upavadeyyu§ ; 
sukhino và  khemino hontu, sabbe sattà  bhavantu sukhitattà . 

凡其他智者会指责的，即使是小事也不做。 
愿一切有情快乐与安稳，愿﹙他们﹚自得其乐！ 

Ye keci pà õ abhå t'atthi, tasà  và  thà varà  và  anavasesà ; 
dãghà  và  ye mahantà  và , majjhimà  rassakà õ ukathå là . 

凡是有息的生类，脆弱的或稳固的尽无遗， 
长的、大的或中的，短的、小的或粗的。 

Diññhà  và  yeva addiññhà , ye ca då re vasanti avidå re; 
   bhå tà  và  sambhavesã và , sabbe sattà  bhavantu sukhitattà . 

无论已见或未见的，住在远的或近的， 
已生的或寻求出生的，愿一切有情自得其乐！ 

Na paro para§  nikubbe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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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à tima¤ ¤ etha katthaci na§  ka¤ ci; 
byà rosanà  pañighasa¤ ¤ à , nà ¤ ¤ ama¤ ¤ assa dukkhamiccheyya. 

      当不要有人欺骗他人，不要轻视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当不要以愤怒与厌恶想，而彼此希望对方受苦。 

Mà tà  yathà  niya§  putta§ , à yusà  ekaputtamanurakkhe; 
evam'pi sabbabhå tesu, mà nasa§  bhà vaye aparimà õ a§ . 

  正如母亲对待自己的儿子，会以生命来保护唯一的儿子； 
应当如此对一切生类，修习无量的心。 

Metta¤ ca sabbalokasmi§ , mà nasa§  bhà vaye aparimà õ a§ ; 
uddha§  adho ca tiriya¤ ca, asambà dha§  avera§  asapatta§ . 

应当以慈爱对一切世界，修习无量的心， 
上方、下方及横方，无障碍、无怨恨、无敌对。 

 Tiññha¤ cara§  nisinno và , sayà no và   yà vat'assa vigatamiddho; 
eta§  sati§  adhiññheyya, brahmameta§  vihà ra§  idhamà hu. 

无论站着、行走、坐着或躺着，只要他离开睡眠， 
都能决意此﹙慈﹚念，这被称为在此的〚梵住〛。 

Diññhi¤ ca anupagamma sãlavà , dassanena sampanno; 
 kà mesu vineyya gedha§ , na hi jà tu gabbhaseyya§  punaretã'ti.û  

以及不堕入邪见，持戒，具足﹙智﹚见， 
调伏对诸欲的贪爱，确定不再卧母胎中。) 

 
(排在这里的目的) 

现在，接着排在〘伏藏(经)〙之后，顺次是来到解释

〘慈经(Mettasutta)〙(的涵义)。在说明了排在这里的目的

后，接着： 
〚由谁、何时、何处、为什么说此(经)？ 
净化了这因缘后，我们将解释其义。〛 

此中(pg. 198)，由于在〘伏藏(经)〙说了布施、持戒等

福的成就，而(此〘慈经〙排在这里，)它对诸有情行慈有大

果，乃至可以得达佛地，因此显示福成就的助益。或者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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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由〘皈依〙而进入(佛陀的)教(法)，由〘学处〙而住立

于戒，〘三十二行相〙有舍断贪欲的能力，〘问童子文〙有

舍断痴的能力及(做为)业处后；以〘吉祥经〙其所转起的吉

祥状态来自护；以〘宝经〙其所相当的(三宝威力)来护他；

以〘墙外(经)〙来显示在〘宝经〙所提到诸鬼神中的某一类

鬼神，(他们)对所说种类的福成就473是放逸且失败〔失坏〕

的；以〘伏藏(经)〙来显示在〘墙外(经)〙所提到的失败所

对治的成就，(它)有舍断瞋的能力，但是并没有说到该业

处；因此，为了显示有舍断瞋能力的业处，所以把这〘慈

经〙排在这里；如此(这)〘小诵(经)〙就很圆满了。这是排

在这里的目的。 
 

(开示此经的缘起〔净化因缘〕) 
现在对于：〚由谁、何时、何处、为什么说此(经)？净

化了这因缘后，我们将解释其义。〛所列出的本母(解说如

下)：此中，【232】这部〘慈经〙是由世尊所开示的，而不

是由弟子等(所开示的)；由于喜玛拉雅山麓诸(树)神的骚

扰，当比库们来到世尊面前时，在那时候(开示的)；在沙瓦

提〔舍卫城〕(开示的)；为了做为那些比库的护卫及业处而

开示的。当知这只是对净化因缘的句子简略地阐明而已；详

细的(因缘)当知如下： 
一时，世尊住在沙瓦提〔舍卫城〕，雨安居即将来临。

那时，有众多从各个国家(来)的比库们，为了向世尊〔在世

尊前〕学取业处之后，想要在各处入雨安居而前往世尊处。

此中，世尊对贪行者(开示)修习有识〔有生命〕的(及)无识

〔无生命〕的十一种不净业处474，对瞋行者(开示)慈(悲喜舍)

等四种业处，对痴行者(开示)死随念等业处，对寻行者〔散
                                                 
473   〚福成就(pu¤ ¤ asampattiyà )〛，锡兰版为〚转起(pavattiyà )〛。 
474   即三十二身分及膨胀相等十种不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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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心重者〕(开示)安般念、地辫等(业处)，对信行者(开示)

佛 随 念 等 业 处 ， 对 觉 行 者(开 示)四 界 差 别 等(业 处)(pg. 
199)，以此方式即开示了配合〔随顺〕(各种)性行的八万四

千(种)业处。 
当时，有五百比库在世尊的面前学取了业处之后，在寻

找适当的住处及(适宜)托钵乞食的村庄〔行处的村庄〕时，

逐渐地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他们)发现了一座山，(山的)

一(边)与喜玛拉雅山相毗连，岩石的表面看起来犹如(镶着)

绿宝石一般，装饰着凉爽、稠密、有遮阴的绿丛林，地面上

散布着犹如珍珠网或银片一般的砂，并围绕着清澈、愉人、

清凉的湖泊。 
当时，那些比库在那里住了一夜，隔天清晨，在做好身

体的准备的工作(即洗脸、刷牙等)之后，进入距离不远的一

座 村 庄 托钵 。 该 村庄是密集的社 区 ， 住有一千戶人家，

【233】而且那里的人们有信心、净信。在偏僻的地方他们

是很难见到出家人的，在看见比库们后，生起了欢喜心，在

供养那些比库(食物)后，请求(说)：〚尊者们，请(这)三个

月住在这里吧！〛(比库们同意后，)他们建造了五百间临时

的小屋(padhà nakuñi)，并在那里提供了床、椅，(及)供饮、

用水的壶罐等一切所需。第二天，比库们进入另一座〔其

它〕村庄托钵，那里的人们也同样地服侍(他们)，并请求

(他们在那里)度过雨安居。比库们以〚没有障碍〛而同意

了。 
(他们)进入丛林后，日以继夜地〔一切日夜；整个白天

与晚上〕发勤精进，在夜分(的三个时分)打板，前往树下而

坐，多住于如理作意。持戒的比库们以(精进之)火攻击(烦

恼之)火，树神们从各自的宫殿下来，带着孩子们走来走

去。犹如国王或国王的大臣来到村子的住处，并且(暂时)占

用了村民的房子，居民出来后站在他处，从远处眺望着：

〚他们将在什么时候离开呢？〛同样地，树神们从各自的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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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下来〔舍弃各自的宫殿〕，走来走去，从远处眺望着：

〚尊者们将在什么时候离开呢？〛接着，(他们)如此思惟：

〚当比库们最初入了雨安居〔前安居〕，将会住三个月，但

是我们不能这么久带着孩子们(出来)而不进去住。我们何不

现出恐怖的所缘来吓走(这些)比库呢！〛当比库们在晚上行

沙门法时，他们就化作夜叉恐怖的形象，并各个站在(pg. 
200)(他们的)面前，而且制造出恐怖的声音。当比库们看到

该(恐怖的)形象，并且听到该(恐怖的)声音后，心受惊吓

〔战栗〕，面容【234】憔悴〔丑陋〕，(脸色)变得苍白

〔枯黄〕。因此那些比库475心不能专注，他们不专一的心由

于一再地怖畏与恐惧而忘失了正念。当他们忘失了正念，

(树神)就施放臭味〔臭所缘〕；他们由于该臭味，头脑犹如

窒息一般，头部有压迫感。然而，他们没有将所发生的(事)

互相相告。 
当时，有一天，当所有〔一切〕(的比库)集合来服侍僧

团的长老时，僧团的长老问(说)：〚诸贤友，在刚进入这座

丛林的前几天，你们皮肤的颜色极为明净洁白，而且诸根明

净；然而现在却面容憔悴〔丑陋〕，变得苍白〔枯黄〕，你

们在这里有什么不适应的吗？〛当时有一位比库说：〚尊

者，我在晚上看到和听到如此这般恐怖的所缘，并且闻到如

此的气味，因此我的心无法得定〔专心〕。〛以此方式，所

有的(比库)都告知他们所发生的(事)。 
僧团的长老说：〚诸贤友，世尊制定了两种雨安居476。

我们对这个住处是不适宜的。诸贤友，走，(我们)前往世尊

处〔前〕，去问其它适宜的住处。〛(比库们回答：)〚善哉

〔萨度〕，尊者。〛那些比库同意了长老(的话)后，所有

(比库都)收拾好住处，带着衣钵，因为对诸俗人家没有染
                                                 
475   锡兰版没有〚比库〛字。 
476  即前安居及后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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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在没有任何通报下，就出发向沙瓦提〔舍卫城〕游行，

渐次地抵达沙瓦提〔舍卫城〕，来到世尊之前。 
当世尊见到那些比库时，(对他们)说：〚诸比库，我不

是已经制定学处：〜在雨安居期间不应(到处)游行〝，为什

么【235】你们还(到处)游行呢？〛他们把一切(经过)都告

诉了世尊。世尊观察整个印度〔阎浮提洲〕，乃至不见一张

四脚椅子大小(别)的地方是适宜他们的住所。当时，对那些

比库说：〚诸比库，你们并没有其他适宜的住处，你们住在

那里将能够证得诸漏灭尽。诸比库，(你们)回去〔前往〕并

住在所近依的那座住处。假如想要不怕诸(树)神，就学取这

护卫(paritta)吧！这将是你们的护卫及业处。〛这是经中所

说的。 
另外一种(pg. 201)说法为：当(世尊)说了：〚诸比库，

(你们)回去〔前往〕并住在所近依的那座住处〛后，世尊

(接着)说：〚(住)阿兰若(的比库)是应当知道护卫的，即

是：在(每天)傍晚及清晨(应)修〔做〕两次慈爱、两次护

卫、两次不净、两次死随念，及转向八大悚惧事。八大悚惧

事(aññha mahà sa§ vegavatthå ni)是指：生、老、病、死，及四

恶趣之苦；或者生、老、病、死为四，恶趣之苦为第五种，

过去轮回的根本苦、未来轮回的根本苦(及)现在求食的根本

苦。〛如此世尊开示了护卫后，为了使那些比库(证得)慈

爱，为了(做)护卫，以及为了(证得)毘钵舍那基础的禅那，

而开示了这部经。如此当知是详细的阐明〚由谁、何时、何

处、为什么说此(经)〛这些句子的净化因缘。 
到此为：〚由谁、何时、何处、为什么说此(经)？净化

了这因缘后〛所列出的本母，【236】该一切行相已经详细

的(解说了)。 
 

 
(解释第一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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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 Karaõ ãyamatthakusalena,  
yanta§  santa§  pada§  abhisamecca; 
sakko ujå  ca så jå  ca, suvaco c'assa mudu anatimà nã.û  

对于证知了寂静的境界，善于利益者应当做的是： 
堪能、正直与端正，易受劝、柔和、不骄慢。) 

现在对所说的〚我们将解释其义〛，已经如此作了因缘

的净化，当开始解释此经的涵义。此中，对于〚善于利益者

应当做的是(karaõ ãyamatthakusalena)〛这第一首偈颂此句(义)

的解释为：〚应当做(karaõ ãya§ )〛－即应该做、值得做之意
477。 

〚利益(attha)〛－即行道，或者一切任何对自己有利益

的；由于应被尊敬，因此称为〚利益〛；由于应被尊敬是指

由于应被接近。 
在利益上善巧为〚善于利益(atthakusalena)〛；即是贤巧

于利益而说的。 
〚ya§ (凡-未译出)〛－为不限定主格。 
〚ta§ (该-未译出)〛－为限定对格〔目的格〕。或者

〚yanta§ (凡该)〛两者都是主格。 
〚寂静的境界(santa§  pada§ )〛－为对格〔目的格〕。

此中，从特相上为〚寂静(santa§ )〛；从可证性为〚境界

(pada§ )〛，这是涅槃的同义词。 
〚证知了(abhisamecca)〛－即已被完全地了解了〔达到

了之后；提升了之后〕。 
能干为〚堪能(sakko)〛；即能够、有能力而说的。 
〚正直(ujå )〛－即与正直(ajjava)相关的。 
善正直为〚端正(så jå )〛。 
对他容易(劝)说〔语〕为〚易受劝(suvaco)〛。 
〚assa(当有-未译出)〛－即可能有。 

                                                 
477   锡兰版没有〚之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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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和(mudu)〛－即与柔软相关的。 
不过慢为〚不骄慢(anatimà nã)〛。 
以下是对该义的解释：〚对于证知了寂静的境界，善于

利 益 者 应 当 做 的 是(karaõ ãyamatthakusalena, yanta§  santa§  
pada§  abhisamecca)〛：此中，到此有应当做的，也有不应

做的。此中，简要(地说)，(pg. 202)三学是应当做的；戒失

坏、见失坏、行失坏、活命失坏，如此等为不应做的。 
同样地，有善巧于利益，也有不善巧于利益。此中，凡

在此教(法)中出家后，不致力使自己端正，毁坏戒，依着二

十一种邪求的方式来活命，即：送竹子，送(树)叶，送花，

送(水)果，送齿木〔牙刷〕，送洗脸水，送洗浴(设备)，送

(沐浴)粉，送泥土，谄媚，豆汤语(喻所说的话半真半假)，

抚爱(他人的孩子)，走使传讯，行医，做使者，作差遣者，

(为在家人)送行，【237】以团食换团食、以施望施〔接受

食物返送食物，接受布施返送施物〕，看风水〔宅地明〕，

占星宿〔星宿明〕478，看手相〔肢体明〕；行访六种非行处

〔不宜行访的地方〕，即：(到)妓女处，(到)寡妇、大处

女、黄门〔阉割者〕、比库尼、酒家之处；以不适宜(于出

家人的方式)与国王、大臣、外道、外道的弟子(等)俗人作

交际、交往而住；或者与那些对于比库、……、伍巴西咖

〔在家女居士〕没有信仰、没有净信、不供泉水(如无水之

井不能供给所需)479、骂詈谗谤、不想要(他们得)利益、不

(想要他们)有益、不(想要他们得)安乐、不(想要他们得)诸

轭(yoga-四轭，即：欲贪、有贪、邪见及无明)安稳如此的俗

人亲近、结交、往来，这是〚不善巧于利益〛。 
凡在此教(法)中出家后，致力使自己端正，舍断邪求，

想要住立于四种辫净戒，圆满：(1)、以信为首的巴帝摩卡
                                                 
478 锡兰版则为：〚看田地〔田地明〕〛。 
479    锡兰版没有〚不供泉水〛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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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仪(戒)，(2)、以(正)念为首的根律仪(戒)，(3)、以精进

为首的活命辫净(戒)，(4)、以慧为首的资具省察(戒)，这

是〚善巧于利益〛。 
或者凡以净化七罪聚的巴帝摩卡律仪(戒)；以六(根)门

在撞击所缘时，不使贪等生起的根律仪(戒)；以避免邪求，

受用智者所赞叹、佛陀及佛弟子所赞叹资具480的活命辫净

(戒)；以如所说的来省察而受用资具；并且在变换(行住坐

卧)四种姿势的省察有益、适宜、行处、不痴等来净化正

知，这也是〚善巧于利益〛。 
或者犹如用盐水之缘来(洗)净脏衣服，用灰之缘来(擦

净)镜子，以火炉之缘来(净化)金子；同样地，在了知了

〚以智之缘来净化戒〛之后，即以智水来洗，使戒净化。并

且犹如松鸦鸟(kikã sakuõ ikà )护卵，耗牛(护)尾，有独子的女

人(pg. 203)(保护其)所爱的独子，独眼的人(保护)他的独

眼；同样地，(他)极不放逸地守护自己的戒蕴，【238】在

早晚省察时，即使微小的过失也没发现，这也是〚善巧于利

益〛。 
或者481(他)建立起戒使无追悔，策励行道来镇伏烦恼，

策励了之后做辫(kasiõ a)(禅)的辫作〔准备〕(parikamma)，

做了辫(禅)的辫作〔准备〕之后生起定(samà patti)，这也是

〚善巧于利益〛。 
或者482从定出来思惟了诸行(无常等)而证得阿拉汉的境

界，这是最上的〚善巧于利益〛。 
此中，这些善巧于利益是在赞叹了乃至建立起戒使无追

悔，或者乃至策励行道来镇伏烦恼，(或者乃至证得)道果
483，此义即是〚善巧于利益〛的意趣，而那些比库就是如此
                                                 
480   锡兰版没有〚资具〛字。 
481   锡兰版没有〚或者〛字。 
482   锡兰版没有〚或者〛字。 
483 缅甸版没有〚道果〛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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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型。 
因此，虽然是关于那些比库(而做的开示)，但世尊以一

人(单数)的用词来开示，而说：〚善于利益者应当做的是

(karaõ ãyamatthakusalena)〛。 
接着，当他们生起疑惑(说)：〚应当做什么呢？〛(世

尊则回答他们)说：〚对于证知了寂静的境界〛。此是这里484

的意趣：凡想要通达、证知、住于寂静的涅槃境界所应当做

的，是诸佛及随觉者所赞叹的。而且此中的〚ya§ (凡-未译

出)〛是这一偈句最初所说的〚应当做〛所要实践的，即：

〚该证知了寂静的境界(ta§  santa§  pada§  abhisamecca)〛；

当知这(句)由于还有剩余的经句义(未说出)，因此说了〚想

要住的(涅盘)〛。 
或者以听说等(对)〚证知了寂静的境界(santa§  pada§  

abhisamecca)〛(而言)，以世间慧来了知涅槃的境界是〚寂

静的〛；由想要证得来从增上行实践〚其应当做的〛；当知

在其〚善于利益者应当做的是(karaõ ãyamatthakusalena)〛如

此的意趣。 
或 者 对 所 说 的 〚 善 于 利 益 者 应 当 做 的 是

(karaõ ãyamatthakusalena)〛，而(比库们)想说：〚是指什么

呢？〛(世尊)说：〚对于证知了寂静的境界(yanta§  santa§  
pada§  abhisamecca)〛。当知其意趣如下：以世间慧证知了

寂静的境界是应当做、应该做的；而那应当做的即是那是值

得做而说的。然而那是指什么呢？【239】还有什么其它证

得该(寂静)的方法吗？值得做的涵义为阐明三学，这在开头

的句子就已经说过了；同样的，在〚该义的解释〛，我们也

说到了：有应当做的，(及)有不应做的。此中(pg. 204)，简

要地(说)，三学是应当做的。由于开示得太简要了，那些比

库(当中)有些明白，有些则不明白。因此，为了使那些不明
                                                 
484 锡兰版没有〚这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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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人了解，尤其特别是阿兰若比库所应当做的，(世尊)详

细地开示了：〚堪能、正直与端正，易受劝、柔和、不骄慢

(sakko ujå  ca så jå  ca, suvaco c'assa mudu anatimà nã)〛这下半

首偈诵。 
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住阿兰若的比库，想要住于证

知寂静的境界，或者以世间慧证知它、证得它而修行〔行

道〕时，即拥有第二、第四精勤支485，对身体及生命没有期

待〔即对自己的身体与生命不执着〕，能够为通达诸(圣)谛

而修行〔行道〕，为有〚堪能(sakko)〛。同样地，对辫(禅)

的辫作〔准备〕、从事义务行等(有堪能、熟练、不懒惰、

有能力)，及对修补自己的钵、衣等(有堪能、熟练、不懒

惰、有能力)，及对诸同梵行者种种所应当做的事(有堪能、

熟练、不懒惰、有能力)，以及在其它如此等有堪能、熟

练、不懒惰、有能力。 
并 且 在 有 堪 能 时 ， 由 拥 有 第 三 精 勤 支 而 有 〚 正 直

(uju)〛。并且在有正直时，并不是一次的正直或在年少时的

正直486就满足的，而是由终身〔尽形寿〕一再地保持不松

弛，为有更 佳 的 正直〔即端正〕 。 或者由不 奸 诈 为〚 正

直〛，由不欺瞒〔诳〕为〚端正(så jå )〛；或者由舍断身、

语的谄曲为〚正直〛，由舍断意的歪曲为〚端正〛；或者不

透露无有之德〔自己所没有证得的禅那等德〕为〚正直〛，
                                                 
485  五精勤支为：〚同样地，王子，有五种精勤支。是哪五种呢？在此，王子，

(1).比库有信，他相信如来的菩提︰〜彼世尊是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

足、善至、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2).他是既没有

病，也没有痛苦；他既不太寒，也不过热，而是中庸的体质，有强的消化

力，能够堪忍精勤。(3).他既不狡猾，也不奸诈，只是将自己如实地显现给

他的导师或有智慧的同梵行者们。(4).他是以舍断不善法、具足善法而住于

发勤精进者，对诸善法(的培育)是强力、坚固、勇猛、不舍重担的。(5).他
是有慧者，他具备关于圣、抉择〔透徹〕而能导至完全苦尽的生灭之慧。王

子，这是五种精勤支。〛(M.ii,p.95.) 
486  锡兰版没有〚或在年少时的正直〛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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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认所得的(被认为)已经生起了无有之德为〚端正〛。如

此观照所缘及特相(的无常、苦、无我)，以(三增上学的)前

二(学-戒、定)及第三(慧)学来清净方法及所依为有〚正直〛

及〚端正〛487。 
不 只 要 有 正 直 与 端 正 ， 而 且 也 要 有 〚 易 受 劝

(suvaco)〛。当有人在劝告：〚这是不应当做的。〛(他就回

答)说：〚你看到什么？〛〚你听到什么？〛〚(你)是谁，

为什么(要你)来说我？〔是谁听到我(的事)而告诉你的？
488〕〛〚(你是我的)戒师、老师〔阿阇梨；依止师〕、朋

友、同伴吗？〛或者他以沉默来困扰对方，或者他接受(该

劝告)后，但不做那件事，如此一来，他对证得殊胜即(离得

很)远了。然而当(有人)在劝诫时，他说：〚善哉〔萨度〕，

尊者，说得好！自己的过失是【240】很难发现的，假如您

再看到我如此(过失)的话，请怜悯地告诉我，愿我长久能得

到您的教诫！〛并且依着劝告来奉行，他对证得殊胜即不远

了。因此，在接受了他人的劝告后，(照着)去做，就是有

〚易受劝〛。 
并且，犹如(pg. 205)易受劝，同样地，也要有〚柔和

(mudu)〛。〚柔和〛－当诸在家人迫使(自己)从事使者、差

遣等之时，(他)并不是处于柔软的状态，而是坚持(不做)的

(因为比库不能当在家人的差遣者)；并且在整个梵行从事义

务时，是有柔和的，犹如善提炼的黄金，能够〔堪忍〕运用

于各处。或者〚柔和〛是：不皱眉、和蔼可亲、容易交谈、

受欢迎的，犹如浅滩一般，容易上岸。 
并 且 ， 不 只 要 有 柔 和 ， 而 且 也 要 有 〚 不 骄 慢

(anatimà nã)〛；不应以出生、种姓等骄慢事来轻视他人，犹

如沙利子〔舍利弗〕长老一般，应当以平等心来对待〔住
                                                 
487 即：观照所缘，以增上戒学及增上定学来清净方法为有〚正直〛；观照无

常、苦、无我三相，以增上慧学来清净所依为有〚端正〛。 
488   缅甸版用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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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贱民〔旃陀罗〕及王子。 
 

(解释第二偈) 
(ß Santussako ca subharo ca, appakicco ca sallahukavutti; 
santindriyo ca nipako ca, appagabbho kulesu ananugiddho.û  

知足与容易护持，少事务与生活简朴， 
寂静诸根与明智，不鲁莽与不贪着诸俗人家。) 

如此世尊开示了特别是住阿兰若的比库想要住于证知寂

静的境界，或者想要证得它而修行〔行道〕时所应当做的一

部分后，在想要再更说该(所应当做的)时说了：〚知 足

(santussako ca)〛(等)的第二首偈颂。 
此中，满足于在(〘吉祥经注〙的)〚知足与知恩〛那里

所说分为十二种知足为〚知足(santussako ca)〛。或者他满

足为〚满足者〛；以自己的而满足者(sakena tussako)，以现

有 的 而 满 足 者 (santena tussako)， (及 )以 平 等 而 满 足 者

(samena tussako)，为〚知足(santussako)〛。此中，〚自己

的(saka§ )〛是指：〚(出家者)依托钵的团食489〛如此在受

具足戒(的戒)坛所指出，且经自己所接受的(衣食住药)四资

具，无论那些是好的或不好的，以恭敬(来布施)或不恭敬来

布施，在接受及受用时，不显现其差别来维持生活〔活

命〕，称为〚以自己的而满足者〛。〚现有的(santa§ )〛是

指对自己所获得而现【241】有的，以该现有的感到满足而

不愿望其它的，舍断该希求，称为〚以现有的而满足者〛。

〚以平等(sama§ )〛是指对于好的(或)不好的，舍断贪爱及

厌恶，以平等(心)对一切所缘，并感到满足，称为〚以平等

而满足者〛。 
由容易护持为〚容易护持(subharo)〛；即容易养而说

的。即使人们以沙利米(sà li)、肉、饭等装满钵而供养给比
                                                 
489   Vin.i,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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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比库)也现出愁眉苦脸，不欢喜的表情，或在(施主)他

们的面前对该钵食责备(说)：〚你们布施了什么东西？〛并

交给沙马内拉〔沙弥〕(或)居士等，这即是难护持。当人们

看到这件事时，会避得远远的(说)：〚难护持的比库是不能

护持的。〛(pg. 206) 对所获得的无论是粗劣的或胜妙的，少

的或多的，即欢喜、面怀喜色，用以维持生活〔活命〕，这

即是容易护持。当人们看到这件事时，会非常赞叹的(说)：

〚我们的尊者是容易护持的，即使少许的(物品)就满足了，

我们将护持他。〛即宣称后护持(他)。如此即在此容易护持

的意趣。 
少有事务为〚少事务(appakicco)〛；即不忙在乐于工

作、乐于交谈、乐于聚会等各种事务，或者没有(忙于)整座

寺院的新建筑、僧团物品、教导沙马内拉〔沙弥〕、(教导)

寺院居士等工作而说的490；然而(应当)在做了剃发、(剪)指

甲、修补〔准备〕衣钵等事务之后，再行沙门法。 
简朴的生活为〚生活简朴(sallahukavutti)〛。就像有些

(拥有)很多物品的比库，在出发游方之时，须由大众的头、

腰背负很多的钵、衣、敷具、油、糖等才出发；而(生活简

朴的比库)则不如此，只有少许的必需品，他只带钵、衣等

八种沙门的必需品491，在出发游方之时，如鸟伴翼一般，只

带【242】(这些)就出发了，如此即是在此〚生活简朴〛的

意趣。 
有寂静的诸根为〚寂静诸根(santindriyo)〛；即在可意

的所缘等，不被贪等来扰乱诸根(门)而说的。 
〚明智(nipako)〛－为有知识、明智、有慧的；即拥有

保护戒的慧，省察衣、食、住处、药品)等的慧，以及辫知

住处(行境、谈话、人、食物、气候及威仪)等七适宜的慧之
                                                 
490   锡兰版没有〚而说的〛字。 
491   即：钵、三衣、剃刀、针、腰带、滤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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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趣。 
没 有 鲁 莽 为 〚 不 鲁 莽 (appagabbho)〛 ； 即 没 有 八 种

〔处〕身体的粗鲁、四种〔处〕语言的粗鲁及多种〔处〕意

的粗鲁之意。 
八种〔处〕身体的粗鲁是指：在僧团中、在众中、对个

人、在食堂、在热澡堂、在沐浴场、在行乞道上、在进入俗

人家时身体不适当的行为，即是：(1)、在此有人在僧团中

以手抱膝而坐，或伸脚〔放脚〕(而坐)，如此等。 
(2)、同样地，在众中、在(比库、比库尼、在家男居士

及在家女居士)四众集会当中(以手抱膝而坐等)。 
(3)、同样地，在(戒龄)较年长的个人前(以手抱膝而坐

等)。 
(4)、在食堂不让位给诸(戒龄)较年长(比库)的(pg. 207)

座位，挡住诸新学(比库)的座位。 
(5)、同样地，在热澡堂没有征询诸(戒龄)较年长(比库)

的(同意)即燃火等。 
(6)、在沐浴场，即：〚不必衡量是〜年少的(比库)，

还是年长的(比库)〝，应当以来到的顺序而沐浴〛所说的，

不取那样，后面才来先行下水，干扰(戒龄)年长的及新学的

(比库)。 
(7)、在行乞道上，为了(抢)第一座、第一水、第一食

而走在(戒龄较)年长的(比库)前面，以臂(挤)碰(他们的)

臂。 
(8)、在进入俗人家时，比(戒龄较)年长的(比库)先进

去，(或)与(俗家的)儿童玩身体的游戏，如此等。 
四种〔处〕语言的粗鲁是指：在僧团中、在众中、对个

人、在俗人家说出不适当的语言，即是：(1)、在此有人在

僧团中，未征求许可即说法。 
(2)、同样地，以如前面所说的方式【243】在众中(未

征求许可即说法)；(3)、及对(戒龄)较年长的个人(比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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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在问问题时，未征求(戒龄)较年长的(比库)许可，即

回答(问题)。 
(4)、在俗人家中，说：〚某某人，有什么(东西)吗

〔有某某东西吗〕？〛〚有粥、副食〔非正食；嚼食；硬

食〕或主食〔正食；噉食；软食〕吗？〛〚你将供养我什

么？〛〚今天我492将嚼什么(副食)？〛〚(今天)我将吃什

么？493〛〚(今天)我494将喝什么？〛如此等(不适当的语

言)。 
多种〔处〕意的粗鲁是指：即使在各处未以身语来犯下

过失，而只是以意念有着欲寻等各种不适当的念头〔寻〕。 
〚不贪着诸俗人家(kulesu ananugiddho)〛－当前往诸俗

人家时，不因贪爱(他们)的资具或不随顺(法)的与在家人交

往而贪着；不同忧，不同喜，不因其乐而乐，不因其苦而

苦；即对于未生起所应作的事，只是自己去从事而说的。 
而且在这首偈颂，凡在〚易受劝(suvaco cassa)〛那里所

说的〚assa(有；是-未译出)〛字，应当与所有〔一切〕词相

结合，(即)：〚而且是知足(santussako ca assa)〛、〚而且是

容易护持(subharo ca assa)〛如此(等)。 
 

(解释第三偈) 
(ß Na ca khudda§  samà care ki¤ ci, yena vi¤ ¤ å  pare 
upavadeyyu§ ; 
sukhino và  khemino hontu, sabbe sattà  bhavantu sukhitattà .û  

凡其他智者会指责的，即使是小事也不做。 
愿一切有情快乐与安稳，愿﹙他们﹚自得其乐！) 

如此世尊开示了特别是住阿兰若的比库，想要住于证知

寂静的境界，或者想证得它而修行〔行道〕时所更应当做的
                                                 
492   锡兰版为〚我们〛字。 
493   锡兰版没有〚我将吃什么〛字。 
494   锡兰版为〚我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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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在想说不应当做的时说了：〚凡其他智者会指责的，

即使是小事也不做(na ca khudda§  samà care ki¤ ci, yena vi¤ ¤ å  
pare upavadeyyu§ )〛的这半首偈诵。 

其义如下(pg. 208)：当在做此应当做的(事)之时，凡称

为〚恶劣的〛──小的身、语、意恶行，即不做该小事，而

且不只粗恶的才不做，即凡任何(有过失的)都不做；即是即

使是小的、微细的(过失)也不做而说的。 
接着在显示做此事所现见的危害(时说了)：〚凡其他智

者会指责的(yena vi¤ ¤ å  pare upavadeyyu§ )〛。并且在此由于

其他无智者是没有准则〔尺量〕的，即使是无罪的或有罪

的，小罪的或大罪的，他们是都会做的。智者则是有准则

〔尺量〕的，他们在审察、深入了解后，批【244】评〔不

称赞〕不值得赞叹的，称赞值得赞叹的；因此说成〚其他智

者(vi¤ ¤ å  pare)〛。 
如此世尊以这两首半偈诵开示了特别是住阿兰若(的比

库)，想要住于证知寂静的境界，或者想要证得它而修行

〔行道〕，以及以住阿兰若者为首的一切(禅修者)学习业

处，想要证得〔住〕者分为所应当做及不应当做的业处近行

后，现在为了那些比库去除对那些(树)神怖畏的护卫，以及

作为维巴萨那基础禅那的业处，开始开示以〚愿(一切有情)

快乐与安稳(sukhino và  khemino hontu)〛等方式的慈爱开

示。 
此中，〚快乐(sukhino)〛－即具有快乐。 
〚安稳(khemino)〛－为有安稳；即没有怖畏、没有灾

难而说的。 
〚一切(sabbe)〛－即没有剩余。 
〚有情(sattà )〛－即有呼吸者〔生物；众生〕。 
〚自得其乐(sukhitattà )〛－即快乐的心。 
并且此中，当知以身体的快乐为快乐(sukhino)；以意的

(快乐)为自得其乐(sukhitattà )；而以该两者，或离去一切怖



                                              慈经注 

 289 

畏与灾难的消失为安稳(khemino)。然而为什么如此说呢？

为了显示修慈的(各种)行相〔方式〕之缘故；可以如此修

慈：〚愿一切有情快乐(sabbe sattà  sukhino hontu)！〛〚愿

(一切有情)安稳(khemino hontu)！〛或〚愿(一切有情)自得

其乐(sukhitattà  hontu)！〛 
 

(解释第四偈) 
(ß Ye keci pà õ abhå t'atthi, tasà  và  thà varà  và  anavasesà ; 
dãghà  và  ye mahantà  và , majjhimà  rassakà õ ukathå là .û  

凡是有息的生类，脆弱的或稳固的尽无遗， 
长的、大的或中的，短的、小的或粗的。) 

如此(世尊)显示了以简要地修慈(方法)从近行(定)到安

止(定)为边际后，现在为了显示详细地该(修慈方法)时说

了：〚凡是(ye keci)〛(等)的两首偈诵。 
或者，由于最初的心已经习惯在各种所缘〔对象〕而无

法安定于专一，但将所缘〔对象〕分类后，(心)即能随顺而

逐渐地(pg. 209)安定下来，因此为了使(心)随顺而(逐渐地)

安定下来，就对该所缘〔对象〕分为脆弱的及稳固的等二法

及三法，而说了：〚凡是(ye keci)〛(等)的两首偈诵。 
或者，对于其所缘〔对象〕已经清楚者，由于他的心

【245】易于安定，因此对于所缘〔对象〕已经清楚的那些

比库，想要使心安定者，在阐明所缘〔对象〕分为脆弱的及

稳固的等二法及三法时说了：〚凡是(ye keci)〛(等)的两首

偈诵。 
此中，即阐明：脆弱的及稳固的二法，已见的及未见的

二法，远的及近的二法，已生的及寻求出生的二法，(共有)

四组二法；并且由长的等六字(当中)，中的(出现)三处，小

的(出现)两处，而生成三法之义，即：长的、短的、中的；

大的、小的、中的；粗的、小的、中的，(共有)三组三法。 
此中，〚凡是(ye keci)〛－即没有剩余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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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呼吸〔生物〕的众生〔已生者〕为〚有息的生类

(pà õ abhå tà )〛；或者有呼吸者为有息者，以此来取系有入

息、出息的五蕴有情；有生成为生类〔已生者〕，以此来取

一蕴及四蕴的有情。 
〚atthi(有；存在-未译出)〛－即存续、存在。 
如此以〚凡是有息的生类〛之词来显示把一切有情以二

法及三法摄在一起后，现在则以〚脆弱的或稳固的尽无遗〛

此语来显示把一切(有情)摄为二法。 
此中，(他们)渴爱为〚脆弱的(tasà )〛；此是有渴爱、

有怖畏的同义词。 
(他们)住立为〚稳固的(thà varà )〛；此是断除了诸渴爱

与怖畏495的阿拉汉之同义词。 
他们当中没有剩余为〚尽无遗(anavasesà )〛；乃就一切

(有情)而说的。 
在第二偈结尾所说的(愿一切有情自得其乐)，该一切应

当以二法及三法来相结合，即：〚凡是有息的生类，脆弱的

或稳固的尽无遗，愿这一切有情自得其乐！〛如此乃至〚已

生的或寻求出生的，愿这一切有情自得其乐！〛 
现在在阐明长的、短的、中的等三组三法的〚长的〛等

六字中：〚长的(dãghà  và )〛－即是有长的身体〔自体〕之

龙、鱼、大蜥蜴等。在大海中有身体〔自体〕数百寻大小的

龙，有身体〔自体〕数由旬大小的鱼、大蜥蜴等。 
〚大的(mahantà )〛－即有大的身体〔自体〕，在水中，

如：鱼496、大海龟等【246】；在陆地，如：象、龙等；在

非人，如：达那瓦(Dà nava)(阿修罗)等(pg. 210)，如说：

〚在有身体〔自体〕的当中，罗睺(Rà hu-拉呼)(阿修罗王)是

最上的497〛。他的身体〔自体〕高有四千八百由旬，手臂有
                                                 
495   〚怖畏〛，锡兰版为〚来〛。 
496   锡兰版没有〚鱼〛字。 
497   A.ii,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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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两百由旬的大小，眉间有五十由旬，同样地，(手脚)指

头的间隔(也有五十由旬)，手掌则有二百由旬。 
〚中的(majjhimà )〛－即马、牛、水牛、猪等的身体

〔自体〕。 
〚短的(rassakà )〛－即在各处生长的侏儒等，(其)大小

比长的、中的还矮〔小〕的诸有情。 
〚小的(à õ uka)〛－为非肉眼(所能看见)的领域，而是天

眼(所能看见)的领域，在水中生长有微小身体〔自体〕的诸

有情，或者虱子等。而且当知那是在各处所生，比大的、中

的及粗的、中的还小的有情，他们是小的。 
〚粗的(thå là )〛－为有圆的身体〔自体〕，如：鱼、龟

498、牡蛎、贝类等有情。 
 

(解释第五偈) 
(ß Diññhà  và  yeva addiññhà , ye ca då re vasanti avidå re; 

   bhå tà  và  sambhavesã và , sabbe sattà  bhavantu sukhitattà .û  
无论已见或未见的，住在远的或近的， 
已生的或寻求出生的，愿一切有情自得其乐！) 

如此(世尊)以三组三法显示了没有剩余的有情后，现在

以〚无论已见的或未见的(diññhà  và  yeva addiññhà )〛(等)三组

二法，来显示含摄他们(一切有情)。 
此中，〚已见的(diññhà )〛－即曾来到视域，以自己的眼

睛先前所见过的。 
〚未见的(addiññhà )〛－即凡处在大海的另一边，山的另

一边，世界〔轮围界〕另一边等(的有情)。 
以〚住在远的或近的(ye ca då re vasanti avidå re)〛这二

法来显示住在自己身体〔自体〕远的及近的有情，当知他们

为无脚的及两只脚的(等)。住在自己身体的有情是〚近的
                                                 
498   缅甸版没有〚鱼、龟〛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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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då re) 〛 ， 住 在 ( 自 己 ) 身 体 之 外 的 有 情 是 〚 远 的

(då re)〛；同样地，住在(自己)附近之内的(有情)是〚近

的〛，住在(自己)附近之外的(有情)是〚远的〛；住在自己

寺院、村庄、国土、洲、世界〔轮围界〕的有情(称为)〚近

的〛，住在(自己寺院、村庄、国土、洲、)世界〔轮围界〕

之外的有情称为〚远的〛。 
〚已生的(bhå tà )〛－即已出生、已生成的；他们被称

为：〚凡已生的，将不再有(生死轮回)〛，此即是那些诸漏

已尽(的阿拉汉)之同义词。 
寻觅出生的为〚寻求出生的(sambhavesã)〛；此即未断

有结，还寻求【247】未来出生的诸有学及凡夫的同义词。

或者，在四生499中的卵生及胎生有情，直到他们尚未破卵壳

及胎膜之时，即称为〚寻求出生的〛；当他们破了卵壳及胎

膜出来外面之时，则称为〚已生的〛(pg. 211)。湿生及化生

的(有情)，在第一个心刹那称为〚寻求出生的〛；从第二个

心刹那开始称为〚已生的〛。或者，从出生直到还没有改变

到(投生时的)其他姿势〔威仪〕，称为〚寻求出生的〛；从

此之后，(在改变了投生时的姿势)，(称为)〚已生的〛。 
 

(解释第六偈) 
(ß Na paro para§  nikubbetha, nà tima¤ ¤ etha katthaci na§  ka¤ ci; 
   byà rosanà  pañighasa¤ ¤ à , nà ¤ ¤ ama¤ ¤ assa dukkhamiccheyya.û  
      当不要有人欺骗他人，不要轻视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当不要以愤怒与厌恶想，而彼此希望对方受苦。) 

如此世尊以：〚(愿一切有情)快乐与(安稳)(sukhino 
và )〛等的两首半偈诵来显示那些比库以各种方式对诸有情修

习慈，以祈愿(他们)带来利益与快乐后，现在在显示祈愿

(他们)不利与痛苦的不降临时说了：〚当不要有人欺骗他人
                                                 
499 四生，即：胎生、卵生、湿生及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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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paro para§  nikubbetha)〛(等)。这是古代的诵法，现在

(有人)把(para§  ni-)诵成〚para§  hi〛，但这(种诵法)并不优

美。 
此中，〚有人(paro-他人)〛－即他人。 
〚他人(para§ )〛－即其他人(受格)。 
〚当不要欺骗(na nikubbetha)〛－即应当不要欺瞒。 
〚不要轻视(nà tima¤ ¤ etha)〛－即应当不要在超越〔征

服〕后轻视(对方)。 
〚任何地方(katthaci)〛－在某个处所，即：在村庄、在

村500田、在亲戚之中，或在社团之中等。 
〚na§ (那人-未译出)〛－即那个(人)。 
〚任何人(ka¤ ci)〛－即任何刹帝利或婆罗门，在家人或

出家人，快乐者或痛苦者501等。 
〚 以 愤 怒 与 厌 恶 想(byà rosanà  pañighasa¤ ¤ à )〛 － 即 以

身、语的变化来愤怒及以(心)意的变化来厌恶想。本应说

〚由愤怒与厌恶想(byà rosanà ya pañighasa¤ ¤ à ya)〛的，但说成

〚以愤怒与厌恶想(byà rosanà  pañighasa¤ ¤ à )〛；就像本应说

〚以正智(完全智)解脱〛的，(但说成)〚正智(完全智)解

脱〛；并且就像本应说〚以次第学、次第做、次第行道〛

的，(但说成)〚次第学、次第做、次第行道〛。 
〚 当 不 要 彼 此 希 望 对 方 受 苦 (nà ¤ ¤ ama¤ ¤ assa 

dukkhamiccheyya)〛－即应当不要互相希望(对方)痛【248】

苦。所说的是什么(涵义)呢？不应只以作意：〚愿(一切有

情)快乐与安稳〛等来修慈，(而且)也应当以：〚的确，应

当不要有人以欺瞒、欺诈来欺骗其他人，也不要以出生等九

慢事〔九种轻慢的事〕502在任何地方轻视其他人，以及应当
                                                 
500     锡兰版没有〚村〛字。 
501   〚快乐者或痛苦者〛，锡兰版为〚善趣者或恶趣者〛。 
502 九种轻慢事，即：以出生、种姓、家族、职业、技术、疾病、长相、烦恼、

所犯的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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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透过愤怒与厌恶想来互相希望对方受苦〛如此作意来修

(慈)。 
 

(解释第七偈) 
(ß Mà tà  yathà  niya§  putta§ , à yusà  ekaputtamanurakkhe; 

      evam'pi sabbabhå tesu, mà nasa§  bhà vaye aparimà õ a§ .û  
  正如母亲对待自己的儿子，会以生命来保护唯一的儿子； 

应当如此对一切生类，修习无量的心。) 
如此(世尊)(pg. 212)在显示祈愿(他们)不利与痛苦不降

临之义来修慈后，现在以譬喻来显示该(义)时说了：〚正如

母亲对待自己的儿子(mà tà  yathà  niya§  putta§ )〛(等)。 
其义如下：犹如母亲对待自己的儿子、自己所亲生的儿

子那样，会以生命来保护唯一的儿子，为了抵抗痛苦的降

临，即使舍弃自己的生命也会保护该(独子)的；同样地，应

当对一切生类修习此慈心〔意〕，应当一再地生起、增长，

并且应当以无量的有情为所缘，或者对一有情以无余辫满

(的方式)来修习无量(的慈心)。 
 

(解释第八偈) 
(ß Metta¤ ca sabbalokasmi§ , mà nasa§  bhà vaye aparimà õ a§ ; 
  uddha§  adho ca tiriya¤ ca, asambà dha§  avera§  asapatta§ .û  

应当以慈爱对一切世界，修习无量的心， 
上方、下方及横方，无障碍、无怨恨、无敌对。) 

如此(世尊)在显示以一切行相〔方式〕来修慈后，现在

在显示其增长时说了：〚应当以慈爱对一切世界(metta¤ ca 
sabbalokasmi§ )〛(等)。 

此中，增长与养成为〚朋友(mitta)〛；即滋润倾向利

益 ， 及 保 护 使 不 利 不 降 临 之 意 。 朋 友 的 状 态 为 〚 慈

(metta§ )〛。 
〚对一切世界(sabbalokasmi§ )〛－即在没有剩余〔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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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余；所有〕的有情世间503。 
在有心〔意〕的(状态)为〚心(mà nasa§ -意)〛；即对该

心相应性而如此说的。 
〚应当修习(bhà vaye)〛－即应当增长。 
没有限量为〚无量的(aparimà õ a§ )〛；即以无量的有情

为所缘〔对象〕而如此说的。 
〚上方(uddha§ )〛－上面；以此取无色有〔无色界的有

情〕。 
〚下方(adho)〛－下面；以此取欲有〔欲界的有情〕。 
〚 橫 方(tiriya§ )〛 － 中 间 ； 以 此 取 色 有 〔 色 界 的 有

情〕。 
〚无障碍(asambà dha§ )〛－没有障碍；即破除界限而说

的。界限是指称为怨敌，即使对那(怨敌)也(以他为对象)而

转起(修慈)之意。 
〚无怨恨(avera§ )〛－没有怨【249】恨；即使偶尔的

怨恨之心也没有显现之意504。 
〚无敌对(asapatta§ )〛－没有〔离去〕怨敌；住于慈之

人爱人类、爱非人，没有任何怨敌，由于其心没有〔离去〕

怨敌，所以称为〚无敌对〛；而这是以方便之词(来说)怨敌

为敌对者的。此是句义的解释。 
以下(pg. 213)是阐明此义的意趣：即〚应当如此对一切

生类修习无量的心〛所说的，他应当对此一切世间来修习、

增长、成长、长养、广大、证得无量的慈心。是如何呢？即

上方、下方与横方。上方乃至有顶天，下方乃至无间地狱，

橫方乃至其余〔没有剩余〕的方位(无余的辫满)；或者上方

为无色(界)，下方为欲界，橫方为色界无余的辫满。如此修

习之时，犹如无障碍、无怨恨、无敌对；同样的，也应当修
                                                 
503 锡兰版为：〚一切(sabbasmi§ )〛－即在没有剩余〔没有遗余；所有〕。〚世

界(lokasmi§ )〛－即在有情世间。 
504   〚之意〛，锡兰版为〚而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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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没有障碍、怨恨(与)敌对。或者，当达到修习成就，一切

处以器〔空间〕世间505而无障碍；由他人已经降伏对自己的

瞋害而无怨恨；由自己已经降伏对他人的瞋害而无敌对；该

无障碍、无怨恨、无敌对应当对分为上方、下方与橫方三种

界限的一切世间修习、增长无量的慈心。 
 

(解释第九偈) 
(ß Tiññha¤ cara§  nisinno và ,  
sayà no và   yà vat'assa vigatamiddho; 

    eta§  sati§  adhiññheyya, brahmameta§  vihà ra§  idhamà hu.û  
    无论站着、行走、坐着或躺着，只要他离开睡眠， 
    都能决意此﹙慈﹚念，这被称为在此的〚梵住〛。) 

如此(世尊)显示了修慈的增长后，现在显示在安住致力

于修习该(慈)没有固定的威仪〔姿势〕时说了：〚无论站

着 、 行 走 … … 都 能 决 意 ( 此 慈 念 )(tiññha§  cara§  ... pe ... 
adhiññheyya)〛(等)。 

其涵义为：如此当在修习此慈心之时【250】，他并不

像在：〚盘腿而坐〔结跏趺坐〕，身体保持正直506〛等保持

固定的姿势，而是随其所乐，为了使除去其中一种姿势的痛

苦，以站着、走着、坐着或躺着，只要他离开睡眠，应当决

意此慈(心)禅那之(正)念。 
或者，如此(世尊)显示了修慈的增长后，现在在显示自

在 的 状 态 时 说 了 ： 〚 无 论 站 着 、 行 走 (tiññha§  cara§ )〛

(等)。即得了(慈禅的)自在者，想要以站着、行走、坐着或

躺着507的姿势来决意此慈(心)禅那之(正)念。 
或者，对于他站着、行走、坐着或躺着508是没有站着等

                                                 
505   〚世间〛，锡兰版为〚所得(là bha)〛。 
506   D.i,p.71. 
507  锡兰版没有〚坐着或躺着〛字。 
508  锡兰版没有〚坐着或躺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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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的；而且，只要想要决意此慈(心)禅那之(正)念，即

(可)决意到他还没有睡着，(并且)他也没有迟滞性，因此

说：〚无论站着、行走、坐着或躺着，只要他离开睡眠，都

能决意此(慈)念(tiññha¤ cara§  nisinno và , sayà no và   yà vat'assa 
vigatamiddho; eta§  sati§  adhiññheyya)〛。 

其意趣为(pg. 214)：当依〚而且应当对一切世间，修习

慈心(metta¤ ca sabbalokasmi, mà nasa§  bhà vaye)〛所说的而修

习时，可以依站着等姿势，或者不取站着等，在想要决意此

慈(心)禅那之(正)念时，直到他还没有睡着509，都能决意此

(慈)念。 
如此(世尊)在显示修慈自在的情况时，以〚都能决意此

(慈)念(eta§  sati§  adhiññheyya)〛来劝导该慈住后，现在在称

赞 该 ( 慈 ) 住 时 说 了 ： 〚 这 被 称 为 在 此 的 〜 梵 住 〝

(brahmameta§  vihà ra§  idhamà hu)〛。 
其涵义为：以〚愿快乐与安稳(sukhino và  khemino và  

hontu) 〛 为 始 乃 至 〚 都 能 决 意 此 ( 慈 ) 念 (eta§  sati§  
adhiññheyya)〛来解释了慈住。在天(住)、梵(住)、圣(住)、

威仪住四种(住当)中，这(慈住)是没有过失，而且对自己与

他人都有利益的，在这圣法律中，被称为梵住【251】、被

称为殊胜住；由于是经常、相续不断的，所以只要他离开睡

眠，能在站着、行走、坐着或躺着时决意此(慈)念。 
 

(解释第十偈) 
(ß Diññhi¤ ca anupagamma sãlavà , dassanena sampanno; 

 kà mesu vineyya gedha§ , na hi jà tu gabbhaseyya§  punaretã'ti.û  
以及不堕入邪见，持戒，具足﹙智﹚见， 
调伏对诸欲的贪爱，确定不再卧母胎中。) 

如此世尊显示了这些比库以各种方式修慈后，现在由于
                                                 
509  锡兰版没有〚还没有睡着〛字。 



小诵经注 

 298 

慈是以有情为所缘〔对象〕而接近我见，因此在显示以对治

执取邪见之门，这些比库以慈禅为基础来证得圣地时，以：

〚以及不堕入邪见(diññhi¤ ca anupagamma)〛(等)这首偈诵做

为开示的终结。 
其 涵 义 为 ： 从 所 赞 叹 〚 这 被 称 为 在 此 的 〜 梵 住 〝

(brahmameta§  vihà ra§  idhamà hu)〛的住于慈禅出定后，辨

识〔把持〕那里的寻、伺等法，以及它的所依等随行的色法

之后，以此确定名色而(了知)：〚纯綷只是诸行之聚，在此

没 有 有 情 可 得 510 〛 ， 如 此 即 〚 以 及 不 堕 入 邪 见(diññhi¤ ca 
anupagamma)〛；逐渐地以出世间戒而〚持戒(sãlavà )〛，以

出世间戒相应而称为索答巴帝〔(sotà patti)须陀洹；预流〕道

正见的〚具足(智)见(dassanena sampanno)〛；从此之后，其

对事〔对象〕欲的贪(及)烦恼欲未断除，但该(事欲与烦恼

欲)以萨咖达嘎弥〔斯陀含；一来〕(道)使薄弱，以阿那嘎

弥〔阿那含；不还〕道使断除无余而(pg. 215)调伏、止息了

〚调伏对诸欲的贪爱(kà mesu gedha§  vineyya)〛后，〚确定

不再卧母胎中(na hi jà tu gabbhaseyya§  punareti)〛，绝对不

会再来卧在母胎中了，只会投生在净居天，就在那里证得阿

拉汉后般涅盘。 
如此世尊开示结束后，对那些比库说：〚诸比库，你们

回去〔前往〕那座丛林住。在每个月第八(天)的听法日，打

板(集众)之后，诵这部经、说法、讨论并回向。习行、修

习、【252】多作(修习)这(慈)业处，你们将不会见到那些

非人恐怖的所缘，并且(他们)将希求(你们获得)利益、希求

(你们获得)益利。〛他们回答世尊：〚善哉〔萨度〕〛后，

从座而起，礼敬世尊，右绕而前往(所来的)那里。 
诸(树)神(想说)：〚尊者们希求我们利益、希求(我们)

益利〛而生起喜与喜悦。(诸树神)自己扫(比库们的)住处，
                                                 
510   S.i,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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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热水，作背部的调理，脚部的调理，(及)安排护卫。那

些比库修习该慈，并以该(慈禅)为基础，致力于毘钵舍那，

在那三个月之内，所有〔一切〕(的比库)都证得最上的阿拉

汉果。在(雨安居后的)大自恣，(他们)以清净自恣来自恣。 
如此法自在者〔世尊〕所开示的， 
对善巧于利益的善于法者所应当做的利益511； 
做了即体验最上心的寂静， 
以完全慧证知寂静的境界。 
因此想要住于证知圣者所喜爱、 
不死、稀有的寂静境界， 
智者应当以分为无垢〔清净〕的戒、定、慧， 
持续地做所应当做的利益。 

 
〘小诵经〙的注释－〘阐明胜义〙 

〘慈经〙的解释已结束 
 

                                                 
511   缅甸版为：〚如此如来、法自在者所开示的，对善巧于利益所应当做的利 

益 。 (Evampi atthakusalena tathà gatena, Dhammissarena kathita§   
karaõ ãyamatth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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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到此(pg. 216)乃是(在一开始)所说的：  

〚礼敬了最上应礼敬的三宝， 
我将解释这〘诸小(圣典)〙的涵义。〛 

此中，由〘皈依〙、〘学处〙、〘三十二行相〙、〘问

童子文〙、〘吉祥经〙、〘宝经〙、〘墙外经〙、〘伏藏

经 〙 、 〘 慈 经 〙 分 为 九 部 份 的 〘 小 诵 ( 经 )(Khuddaka 
pà ñha)〙到此已经解释(其)涵义了。因此说：【253】 

〚凡我所得的善(业)，由欲正法(久)住， 
而造此〘小诵(经)〙的义注， 
愿以该威力，此人对圣者所说法， 
得速成长、增长，并广大！〛 
 

这部称为〘阐明胜义〙512的〘小诵经注〙是由──饰以

最上清净信、觉慧、精进之德，以集起了戒、正行、正直、

柔软等德的生起，以潜入而理解自己的宗教(与其他)宗教间

(教法)的能力，拥有(智)慧与聪明，以对分为三藏教理之法

及注释的大师之教有不被击破智的威力，为(六)大解说者，

有容易发出甜美、广大、庄严声音的器官之成就，所言适当

者，最上说者，大诗人，在饰以六通、无碍解等德的上人

法，善建立诸佛，光耀上座系的诸长老，住在大寺，庄严着

(本)传承，广大清净慧，被诸尊敬者的领域所取，名为〚佛

音〛的长老所造的513。 
只要大仙、世间的胜世间者── 
〚佛陀〛的名字还流传〔运转〕着，以如此清净

                                                 
512    锡兰版没有〚称为〘阐明胜义〙〛字。 
513   从这段话的内容来看，可知是后人所写的。 



小诵经注 

 302 

心， 
愿(正法久)住世间，对寻求的诸良家子， 
显示渡越世间的，清净戒等514方法。 

 
〘小诵经〙的注释－〘阐明胜义〙 

〘小诵(经)〙的解释已结束 

  
 
 
 
 
 
 
 
 
 
 
 
 
 
 
 
 
 
                                                 
514    锡兰版没有〚等〛字。 



                                                结论 

 

 
 
Atha kho bhagavà  bhikkhå  à mantesi- ``handa dà ni, 
bhikkhave, à mantayà mi vo, vayadhammà  saï khà rà  
appamà dena sampà dethà ''ti. Aya§  tathà gatassa 
pacchimà  và cà .                                     
 
    当时，世尊告诉比库们：〚诸比库，我现在告

诉你们：诸行是灭法，当不放逸地努力！〛这是如

来最后的话。 
                                                               
(D.ii,p.156.)〘长部‧大般涅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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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法施功德，回向给我们的父母、师长、

亲友、读者，以及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早日体证

涅槃，解脱一切身心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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